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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岁月里的农业中学
□ 任仁

日前，记者应邀参加了原高邮县城东农业中学师生聚会。这

一特殊的群体，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在“农中”的特殊岁月里团结

紧张、严肃活泼的校园生活。

经查阅有关史料，我国的农业中学是 1958年“教育也要

大跃进”的产物，在“三年特殊困难时期”最后一年的 1962年

对农业中学进行了大幅调整。1964年国家提出实施“两种教

育制度”，各地又兴起“农中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种教

育制度”受批判，大约在 1968年至 1970年，农中全部撤并至

全日制学校。据《高邮教育志》记载，1958年全县仅有 12所

全日制初中。另有农业中学 15所、“红专学校”26所,计 43

个班级。1962年全县只保留临泽和汤庄两所农业中学。1965

年全县农业中学增至 57所 63个班级，学生 1639人，平均每

班约 26人。

谈及当年办农业中学的情况，老师们感受最深。原城东

农业中学班主任杨鹏告诉记者，那时的农村“一穷二白”，多

数孩子上不起学，女孩基本不读书，有条件的孩子读到小学

毕业也没处上初中（据说，当时小学毕业升学率只有 20%左

右），以致有的生产队连记工员都找不到，大队会计和农业技

术人员更是缺乏。办农中就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培养农村适

用型人才。农中办学目标“三个一”：一手老茧（能劳动，会劳

动），一笔好字（会出黑板报，会写春联），一把好算盘（会记

账，能当会计）。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边学习，边实践，培

养成为一名有文化懂科学的农民。

农业中学的办学历程是十分艰难的。首先是生源困难。

当时城东公社只有三个大队近 2000多人（后沿河公社并入，

共有 11个大队近 2万人）。由于靠近高邮城区，做杂工机会

多，能上农中的又是“大劳力”，家长们往往不让其子女继续

上学。老师们就起早带晚逐户动员，用精神感动“上帝”，好不

容易凑足了一个班的学生数。有关部门规定，招满36名学生

才允许开学上课。其次是办学条件差。因为农中是地方办的，

国家不拨款，办学所需经费，皆由当地生产大队按学生数分

摊。没有校舍，他们就借用武安大队的尼姑庵；没有课桌凳，

就由各大队安排木匠按标准做好送到学校。再次是教学难。

当时所谓一个班 36名学生，这些人中有小学二三年级的，也

有四五六年级的，水平参差不齐，文化课很难上，老师们就采

取复式教学，因材施教。上农技课则坚持到田间地头，“现炒

现卖”。问及教师报酬，他们说，那时农中教师国家只发给少

量的生活补助费，主要靠三个所在大队分别记工分，年终分

配些粮食。

当年的农中学生，如今都已年过花甲，儿孙满堂，但他们

对40多年前的农中生活仍记忆犹新。现已66岁的沈学文说，

父辈为他取名“学文”，可是到了小学毕业，家中已无经济能力

再供他上初中。后来上农中不但不交学杂费，还能在学校农田

里挣工分，让他和一帮想上学又无力继续求学的小伙伴们真

是高兴极了！63岁的张桃茂说：“农中平时没有星期天，既上

课又劳动，夏种和秋收放“忙假”，让我们回家参加农忙。”

特别是班上仅有的两名女生感慨更深。在那个年代，她们

能上农中算是幸运的。黄开梅说她父母虽然比较开明，同意她

上农中，但要她每天清晨必须挑菜到城上卖完后才能到校上

课；傍晚放学后还要再割一篮猪菜（喂猪吃的草）回家。黄开梅

说，只要能继续上学，对父母的要求她都答应，而且还包揽了

许多家务事，因此她终于读完了农中。俞春兰虽是独女，上到

小学六年级也没有条件继续升学。后来幸亏办农中，她才有继

续读书的机会，还当了班主席，1966年 8月还被推选去北京

见到毛主席。农中毕业后，俞春兰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农业生

产中，成为有文化的农民。后来，她入团、入党，担任大队团支

部书记、做小学教师，还当上公社（乡）干部。她说：“对于我们

这辈人来说，农中真是个重要的阶梯。”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当年农中学生要求都是贫下中农子

女，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拒收。但是，杨

鹏他们“网开一面”，以学生表现好为借口，招收了几名家庭成

分不好的子女入学，这在当年是要冒些风险的。

这些农中的学生，由于都是“农业户口”。因此毕业后除极少

数进入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外，其余都回归农村，有的担任农技

员，有的担任大队长（村长）、会计；有的走上领导岗位分管农业

农村工作；更多的人是在改革开放后，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在

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上大显身手，成为工业、建筑、服务业等各

条战线上的精英。他们十分感恩特殊年代的农业中学给他们搭

建了人生重要的平台，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奠定文化基础。农中

毕业后担任农技员、后从村党组织副书记岗位上退休的孙其山

深情地说：“从现在各地大办职业中学、职业大学的情况来看，当

年的农业中学就是符合国情的职业学校。”

抚今追昔，看到今天蓬勃发展的教育形势和青少年学生

的幸福生活，城东农中的师生们十分期望《高邮日报》能记载

他们这段岁月，让今天的青少年学生感知他们当年的办学之

难、求学之苦，更祝愿青少年学生懂得珍惜，憧憬未来，刻苦学

习，早日成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

聪明才智。

（文中图片由杨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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