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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期新区乡村干部的生成逻辑——以土改工作队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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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志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工作队无疑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关于工作队的角色定位，从“人事”的角度探讨工作队

在土改过程中培养新式乡村干部方面的政治功能，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土改初期乡村干部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19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全面启动后，各地迅速组建土改工作队并进入乡村，在重组旧有权力结构的同时，还肩负着选拔大量乡村干部的重

要职责，以保证土改结束后权力的平稳交接与过渡。然而，土改初期一些工作队对于这一职能定位缺乏认识，他们往往将完成土改视为第一要

务。例如，川北区一些工作队则忽视对积极分子的考察与选拔，在工作中包办代替，“开会自己讲，处理事情自己出头”。在西南区，这种工作

作风被批评为“裸体跳舞”。

所谓“裸体跳舞”，即工作队出于对当地乡村干部的不信任而采取包办代替的现象。这种不信任首先体现为将原乡村干部撇在一边，选拔新

干部时又较为随意，忽视村民的意见。此外，在整理农会、选举、查田地、评产量等方面，均不通过村民大会讨论，而是由工作队直接包办，引

起农民的不满，称工作队“分啥就是啥”“划啥就是啥”。

其次是对新任乡村干部的工作能力持怀疑态度，忽视对其能力的培养。一些地方的工作队大权独揽，导致新提拔的乡村干部“有职没有权，

当家不做主，有的甚至变成替工作队“敲锣、喊人、召集开会、点灯烧水的‘跑腿差役’”。工作队这种抛开当地积极分子和干部亲自上阵的做

法，自然难以实现培养与选拔后者的目的。

工作队之所以包办代替，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北方老区土改因过度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一度造成“过激化”并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

评。解放战争后期，他们中的不少人被抽调南下并领导新区土改工作，认为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往往难以控制，很容易出现“过激化”。对于工

作队来说，“包办代替”反而是土改初期部分工作队最为稳妥的做法以及“理性选择”。其次是部分工作队员参加过别区土改，自恃经验丰富，

对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并不重视。

然而，作为国家权力的非常规组织，工作队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若不能及时培养新的乡村干部，或者其不能胜任乡村日常工作，必定会

导致“土改结束后干部一走，工作就会完全垮台”。土改中的诉苦斗争，适逢其会地成为工作队“生产”乡村干部的重要方式。

二、“诉苦”与乡村干部的“生产”

“诉苦”是土改运动的中心环节。“诉苦”的功能不仅在于推动土改迅速走向深入，从乡村权力嬗递的角度来说，它还是工作队发现积极分

子并“生产”乡村干部的重要方式。

依据老区土改的经验，要发动农民起来诉苦，首先需要工作队展开深入细致的工作，“访贤”“访苦”“引苦”，为发现积极分子和培养乡

村干部作准备。诉苦斗争的具体做法是“由工作同志深入各户访贫访苦，发现谁受的苦最多，谁最受剥削，谁敢向地主斗争”，并将其作为积极

分子的培养对象。因此，土改领导者反复强调发动贫雇农参与诉苦的重要性，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准备培养领导骨干”。在诉苦斗

争中，一批贫雇农积极分子很快进入工作队的视野，成为土改的主要依靠力量，一批新式乡村干部人选很快被“生产”出来。

在经历了减租退押运动后，新区的地主经济已经遭到沉重打击。土改开始后，工作队入村发动农民诉苦，但后者起初的积极性并不高，认为

地主“现在没有油水了”。不仅如此，因减租退押运动时选拔干部不严格，导致存在一些政治瑕疵的人，使贫雇农起来诉苦存在很大的顾虑，兼

因“工作同志作风不好，给贫雇农留下坏的印象”。因此，土改全面开始后，工作队下乡发动农民诉苦之初常常并不如意。

由于政治反对势力散布“变天”谣言，这一时期新区乡村社会依然被“宿命论”和“怕变天”的思想所充斥。针对他们“怕变天”的顾虑，

工作队充分介绍国际形势，告知旧政权永远不会卷土重来。随着对政治形势了解的增加，不少农民改变了以前的畏惧心理，大胆起来诉苦，原来

的僵持局面逐渐打开。

诉苦在乡村干部培养中的作用，首先是帮助工作队掌握该村干部情况，为接下来的干部轮替准备条件。通过访贤、访苦，作为外地人的工作

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旧有乡村干部情况，为重组乡村权力结构创造了前提。其次是发现积极分子，为选拔新式贫雇农乡村干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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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清代循吏司法与地方司法实践的常态

下一篇： “新女性”与旧伦理：青岛沦陷时期的妇女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必须尽快树立这些新式乡村干部的法理型权威，否则土改结束工作队撤离，乡村工作就会随之陷入停滞。因此，工作队必须

对这些乡村干部予以实际工作的训练，树立其在乡村的法理型权威，以保证乡村权力从“临时性”和“非常规性”的工作队向“常任制”乡村干

部的顺利过渡。

三、从“临时性”向“常规性”权力的过渡：土改过程中的乡村干部培养

事实上，工作队在乡村中具有极高的威信，它以其“非常规性”的特征与乡村干部的“常规性”权力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保证撤离

后乡村工作的稳步推进，工作队需要通过“母鸡带小鸡”的形式培养乡村干部，以保证“非常规性”向“常规性”权力的顺利过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要“改朝换代”，更要“改天换地”。所谓“改天换地”，就是彻底摧毁乡村旧有政权组织与权威模式，而代之

以经过运动后涌现的新式乡村干部。培养乡村干部就是工作队在土改中的重要工作。这一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将积极分子的临时

性身份予以转换，将他们培养为常规性的乡村干部。二是培养乡村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保证工作队撤离后乡村权力的平稳过渡。在培养乡村干

部时不仅只是安排其职务，而且要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工作干部只起参谋作用，以便这些新提拔的乡村干部可以迅速独立开展工作。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工作队如何培养这些乡村干部工作能力的呢？

重视“开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开会”不仅营造了一种权力演绎兴替的仪式感，而且有效培养发言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开会”

也是土改工作队培养乡村干部工作能力和塑造其法理型权威的关键平台。在村民大会上，工作队往往尽力从会议的中心位置淡出，引导乡村干部

发言。

在公开场合讲话，是每一个乡村干部必须掌握的一项工作技能，更是工作队树立其威信的重要环节。工作队充分强调在土改过程中尽力从各

种会议中淡出，将新培养的乡村干部推上前台。在会议过程中，工作队力图避免出现有损乡村干部威信的言论与行动，提高后者的工作自信心与

执行力。通过会议这种特殊的仪式空间，突出乡村干部的地位和权威，是工作队将自身“非常规性”权力向乡村干部“常规性”权力过渡的开

端。

工作队通过对积极分子与乡村干部展开工作能力训练，逐渐改变了后者在乡村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使其从“边缘”走向“中心”。在土改开

始时，他们的积极分子身份并不为村民认可。但在工作队的帮助下，这些贫雇农干部迅速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从实践层面完成了工作队的

“临时性”权力向乡村干部“常规性权力”的转化与过渡。

小结

按照阶级分析思维，贫雇农属于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自然成为新政权选拔与培养乡村干部的主要对象，这是新区乡村干部生成的理论逻

辑；工作队肩负着培养新式乡村干部的重任，在具体土改实践中他们不仅注重乡村干部的数量，尤其强调提高干部的质量，实现权力从工作队向

乡村干部的平稳过渡。这又是新区乡村干部生成的实践逻辑。中共在北方老区土改过程在培养乡村干部层面留下的经验与教训，是该群体生成的

历史逻辑。正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南方新区乡村干部生成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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