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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四最”按语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廖　望　张贵容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0）

摘要：本文通过呈现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历史背景，阐述“四最”按语的思想内涵。结合新的时代背景，指出“四最”按语的当代价值，

并提出“四最”按语的价值实现路径，为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传承和弘扬“四最”精神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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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新中国建设初期，还是改革开放年代，“四最”按语

在社会发展中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成长，不断

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一、“四最”按语的历史背景及内涵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起步，社会主义改造也在稳步推进，其中农村的社会主义改

造运动早在 1951 年逐步推开，从运动初期主要发展农业生产互

助组到 1953 年后进入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的阶段，青年

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 1955 年为例，“在现有的六十五万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青年一千七百万人，其中担任社长、副

社长、社务委员、会计、生产队长、技术员等职务的骨干分子有

二百九十万人”。各种类型的“青年突击队”在这一时期陆续涌现，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一部分，代表着

社会整体中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正处于

百废待兴的状态，广大青年自比为党的“一块砖”、革命的“螺

丝钉”，服从安排、任劳任怨，自愿组成青年突击队，在本职工

作上发光发热。1954 年，中山县新平乡的梁碧南带领青年突击队

开展劳动竞赛，如期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入泥填洼”任务，使

耕地免受咸潮的侵袭，确保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在广东省青年第

一次代表大会上得到赞扬和支持。1955 年 2 月，中共中央批转了

青年团中央《关于在基本建设部门中发展青年突击队的组织向中

央的报告》，青年突击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推向全国，“成

为引领青年创业大潮的一面旗帜”。

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是青年最显著的优势和特点。1954

年 7 月，青年团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确定“要把广大青年农

民培育成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农业技术

的新型农民”。青年对新技术、新知识抱有极大的兴趣，具备较

强的学习能力，是开展农业科学试验的主力军。中山县新平乡青

年突击队坚持科学种植，推广农业技术知识，创造了水稻高产的

记录，受此影响，中山县其他乡村纷纷建立青年突击队，在备耕

积肥、兴修水利、整治排灌等农业生产试验中为群众树立榜样，

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应有贡献。

二、“四最”按语的当代价值

“四最”按语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生

动缩影，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重温“四最”按语，为我们洞悉当代

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规律提供指引，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青年的

社会作用、深入推进青年工作、引领青年成长成才，更好地把握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和方向。

（一）有利于正确认识青年的社会作用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纵观

历史，重大社会变革离不开青年的参与，如果没有青年群体参与

社会变革，社会历史进程就可能陷入停滞。青年不仅是推动社会

变革的“排头兵”，而且是应对公共危机的“突击队”。

青年人最肯学习，对新知识、新科学、新方法有着特有的吸

收、理解和转化能力；青年人最少保守思想，对新理念、新智慧、

新创造有着强烈的渴望和敏锐的反应。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

变的当下，青年使命光荣、重任在肩，理应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为社会进步注入源源活力。

（二）有利于深入推进青年工作

“四最”按语提出了“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这一重

大问题，这也是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的生动例证。如今，

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跃升，青年拥有的条件和面临的环境也随之

变化，可以说当代青年的底气更充足、知识更丰富、视野更开阔，

但青年人面临更多压力和更大挑战，高昂的生存成本、激烈的竞

争压力、物质和精神上的“糖衣炮弹”，无一不考验着当代青年

的意志品质，对青年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有利于指引青年成长成才

“四最”按语为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指引。“四

最”按语为青年突击队而写，自然蕴含着对集体主义的肯定。青

年突击队队员正是在合作社生产遇到困难时，团结协作，挺身而出，

才孕育出“四最”精神。如今，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对集体协作

依赖更强、要求更高。青年人只有把自身发展融入到集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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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的大局中来，把自身所长同大局所需结合起来，

才能在新时代抓住机遇，实现自身发展。

在社会群体中，青年人思维活跃，老年人阅历深厚，因其各

自的成长经历有所不同，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与老年人发生观念

碰撞在所难免。老年人是青年人的前辈，青年人要处理好与前辈

的关系，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三、“四最”按语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四最”按语的当代价值必须运用适当的策略和方法加以实

现，坚持正确思想引领，为青年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搭建青年发

展平台，为青年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促进青年自我发展，挖掘和

增强青年发展的内在潜力和内生动力，多措并举探索“四最”按

语当代价值的实现路径。

（一）坚持正确思想引领

青年的发展，必须坚持正确思想的引领。要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塑造青年的灵魂，要站稳思想舆论的主阵地，帮助青年树立正确

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先进思想文化的“软实力”催生青年成长的

“战斗力”，永葆青年群体的生气与活力。对于青年发展，不仅

要做好政治上的思想引领，而且要做好生活上的思想引领。面对

青年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要用正确的思想引领青

年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鼓励青年直面挑战、破解难题；另一方面，

要为青年建立起反映诉求的有效渠道，真正了解青年的思想动态，

帮助青年解决实际问题。

（二）搭建青年发展平台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不同阶段有不同

重点的具体任务，这些任务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丰富的发展机遇，

要构建起“中心任务与青年发展的对接机制”，提出契合社会发

展需要的适当目标和科学有效的行动方案，着力搭建青年发展平

台，用光荣的使命吸引青年，深厚的情感凝聚青年，良好的待遇

保障青年，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重点赋予青年阶段性任务并予以

必要的督促和指导。为青年学习深造、就业创业、社交活动等提

供有力支持，以更广泛、更强大的社会合力搭建好新时代的青年

发展平台。

（三）促进青年自我发展

“四最”按语给予当代青年丰富营养，善于吸收和转化这些

营养将极大地促进青年的自我发展。一是坚持价值追求与知识应

用相统一。没有正确的价值追求，知识就可能产生消极作用，为此，

青年必须弄清楚“知识为何而学、为谁所用”这个大问题，树立

起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价值追求，学好知识、用好知识，在追

逐“中国梦”的道路上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二是坚持理论与实

践相统一。青年最肯学习，既包括从理论中学习，也包括从实践

中学习，既要与时俱进地学习新理论，把学习获得的新知创造性

地用于新的具体实践，成为知行合一的实干家。三是坚持敢为人

先与共同进步相统一。青年最少保守思想，要敢于在新生事物面

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四、结语

青年的面貌代表国家的面貌，青年人生气勃勃，国家就蒸蒸

日上，中华民族就永葆青春活力。如何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青年的

力量，是时代呼唤的永恒命题。“四最”按语以科学的态度认识

青年、朴实的话语鼓舞青年、周密的思路指导青年工作，有力地

回答了这一时代命题，对中国青年运动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四最”按语的指引下，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各项青年工作，为

青年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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