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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团校第二期培训班在良乡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为了培养青年团干部，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年轻党

员到中央团校培训。中央团校第一期是 1948 年 9 月成立于河北省平山县。有

10 个班 708 人，1949 年 7 月 14 日毕业。第二期是 1949 年 8 月，培训地点是

良乡县。良乡县城距北平市中心 20 公里，交通便利。就在半年多前，北平解

放在即，党中央为了准备接管北平，在这里对做接管工作的干部进行了培训。

当时，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办公地都暂驻这里。 

当时的中央团校主要领导有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兼党委书记、校长，党委第

一副书记兼教育长张凡，党委第二副书记兼副教育长宋养初。8月初，来自全

国各地学员聚集到良乡，开展系统学习。团校为了便于管理，第二期培训班按

第一期顺序编班，从 11 至 19 共 9 个班，1200 多人。学校下设三个部。其中

11至 12两个班是地方干部部，简称地干部。13至 14两个班是工人部，15至

18 四个班是学生部。后来工人班中有一部分学员文化程度较低，从 13 至 14

两个班中分出部分学员，编为 19班，对这部分学员重点进行学习辅导。 

8 月 1 日下午，全体学员参加了校部召开的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

15 日，参加庆祝东北“八·一五”解放四周年大会。这期间学员的任务是写

自传，详细介绍自己的家庭出身、背景、学习生活工作简历。20 日，团校举

行开学典礼。22 日正式上课。第一次课由何礼讲《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

界》，之后每个月都安排了课程，教学围绕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重点讲

述了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青年运动史、国际知识等等。

没有固定的讲课老师，在这期间先后有艾思奇、田家英、蒋南翔、谢觉哉、薛

暮桥、冯文彬、廖承志、安子文、萧华、钱俊瑞、邓颖超、荣高棠、陈绍禹等

领导人和知名人士授课。讲课都很实际，没有大套理论。学员们听起来津津有

味，一点都不枯燥。 

由于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团校学习环境条件较差，说是中央团校，没有

校园，没有校牌，没有教室。上大课在城隍庙，听报告是在露天，主席台有遮

顶。学员们上课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找两块砖头就当凳子坐，有的就坐在

泥土地上。后期就买了小木凳。学习比较紧张，有时晚上还听课，有时一天听

二次报告，全天都在学习。 

团校没有校舍，学员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既是教室，也是校舍,睡的土坑

就是书桌。这种与百姓同吃同住，有利于城市里长大的学员们，进一步了解老

百姓的思想、生活状态。学员们还在学习之余与老百姓做家务活，挑水、打扫

卫生、下地劳动等，关系相处融洽。学员吃饭到食堂，食堂门口有个空地，就

餐时菜盆放在食堂门前的空地上。主食是窝窝头、小米粥，没有米饭。一个小

组十多人围着一、二个菜，极少有荤菜。吃饭时，有人蹲着，有人坐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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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站着。有时刮风，扬起泥土灰尘，菜盆和饭碗里似洒胡椒粉，边吹边吃，

有时就直接咽了。遇到刮风下雨，学习小组值班的学员就用脸盆、水桶把饭打

回来在屋里吃。团校学习生活是供给制，学校发津贴、被子、制服。被子是灰

色布做的，棉制服是黄色的，单制服是灰色的。穿上肥肥大大的，但是心里都

很高兴。 

在紧张学习之余，团校还组织了丰富多采的文体活动。有唱歌、扭秧歌、

联欢会、运动会、看电影等。9月 4日是国际青年节，校部组织全校学员在饮

马井广场举行运动会，横幅是“持久和平人民民主为将来而斗争”。进行了拔

河、掷手榴弹等比赛。学员表演团体操组成的党旗图案，形象逼真，受到热烈

欢迎和掌声。 

1949年 11月 5日，团校迁往北京市区。学员们在临走时，纷纷到昊天塔

等地留影。虽然在良乡只有两个多月的学习生活经历，且生活条件简陋，但学

员们都乐观向上，革命意志坚强，学员们迫切学习掌握新知识，早日返回到工

作岗位为党和人民服务，在学习本上都留下了激励的话语。 

1950年 4月 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毕业典礼。毛主席朱总司令到

会讲话。 

 

 

 

 

（史志办   许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