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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

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

军。黑龙江省的共青团组织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是黑龙江省党

组织联系青年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黑龙江地区团的组织从1923年创建到1985年的62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带领广大团

员青年。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团结教育青

年的核心作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派党员马骏来到哈尔滨开展革命活动。在

他的指导下，哈尔滨进步青年韩铁生等于1922年2月发起成立反帝爱国斗争的

群众性组织——“哈尔滨救国唤醒团”。这是黑龙江地区最早的进步青年群众

组织。1923年3月，中共北京区委派共产党员陈为人、李震瀛到哈尔滨开辟党

团工作。领导并参加哈尔滨团支部工作。通过创办青年学院、哈尔滨通信社和

举办平民学校等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同年7月，成立黑

龙江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支

部秘书(即书记)为汪洁曼。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召开会议，选

举彭守朴(彭树棠)为支部秘书。12月下旬，因反革命分子告密，陈为人、李

震瀛被迫离开哈尔滨。哈尔滨党团组织暂时停止活动。不久，团支部解体。

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将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10月，哈尔滨发展6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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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并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哈尔滨特别支部。1926年春，在哈尔滨组

建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的同时，组建了共青团北满地方委员会。同年6月，共

青团北满地委正式成立。到1927年3月，北满地区团员发展到61人。1927年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北满党团机关被奉系军阀破坏，团员

人数减少到不足50人。同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员会在奉天(今沈阳)成立，

共青团满洲省委同时成立。之后，撤销共青团北满地委，组建共青团哈尔滨市

委。1928年1月，哈尔滨党组织改为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团的组织改为共青

团哈尔滨县委。1929年7月，根据共青团满洲省委的决定，撤销共青团哈尔滨

县委，组建共青团哈尔滨市委。1930年3月，组建共青团北满特别委员会。由

于团的领导人在哈尔滨被敌人逮捕，团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此期间，宝

清、饶河等地组织起“青年反帝大同盟”，哈尔滨成立了“青年反帝大同盟总

部”。从共青团哈尔滨特别支部到共青团北满地方委员会和共青团北满特委，

在5年多的时间里黑龙江各地开展了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训练团干部工作。

到1931年6月。哈尔滨市已有8个团支部，团员35人。阿城、宁安、青冈等9

个县成立了团县委，共有团员500多人。同时，在党组织领导下，发动和组织

青年工人、店员进行反剥削、反压迫斗争，通过各种形式向广大青年宣传俄国

十月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思想。发动和组织广大青年工人、学生

举行示威游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满蒙五路协约>，维护

中东铁路路权的斗争。1932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由奉天迁到哈尔滨。共青团

北满特委撤销，成立共青团哈尔滨道里、道外两个区委，隶属共青团满洲省

委。5月，中共哈尔滨市委恢复，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同时建立。随后，哈尔滨

市以外的一些县相继建立了共青团中心县委或特别支部。到1936年底。黑龙江

地区共有共青团哈尔滨市委，珠河(今尚志)、汤原、宁安——绥宁、饶河4个

共青团中心县委，共青团吉东特委和宾县特别支部。

1936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把共青团改造成包

括一切抗日青年参加的抗日救国组织，撤销了共青团满洲省委，黑龙江境内的

各级团组织相继改造成为青年抗日救国会、青年反日总会、青年抗日宣传队等

青年群众的抗日救亡团体。经过改造的抗日救国青年组织。成为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性质的青年团体。从1931年“九·--A”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

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14年中。黑龙江地区的共青团组织和青年抗日救国团体。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和带动广大团员和青年，开展了持久的抗日救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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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宣传抗日思想、支援抗日战争、参加抗日队伍、抵制日货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6月，中共中央派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

(简称青委)常委、东北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到哈尔滨，领导东北地区的青年运

动．试建团的组织。7月，成立了哈尔滨青年俱乐部、大中学生暑期补习班、

青年之家等临时性的进步青年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哈尔滨民主青年联盟(简

称民青)。8月11日，在哈尔滨市召开了民主青年联盟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

哈尔滨市民青执行委员会。这个组织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第一个先进青

年的群众组织．是青年团组织建立的基础。

1947年4月，哈尔滨市民青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哈尔滨民主青年联盟改

称为东北民主青年联盟。随即，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肇东、双城、

延寿、巴彦、明水、北安等地也建立了民青组织。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

委员会通令各地大中学校成立民青组织。使民青组织在东北各地得到迅速发

展。东北民主青年联盟，组织广大盟员和青年开展文体活动，开办夏令营、青

年之家、青年干校，开展专题报告、讲座等，对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同时组织

盟员和学生参加农村土地改革、城市户口清查、遣返日侨，参加前线工作团、

战地服务团和慰问团等工作和活动。东北民主青年联盟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青年

干部。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建团工作组到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在哈

尔滨电车厂和宾县农村进行建立毛泽东青年团(队)试点工作。1948年4月18

日，东北民主青年联盟哈尔滨总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在民青基础上成立毛

泽东青年团。5月4日，毛泽东青年团哈尔滨市团部正式成立。

1948年9月24日，东北解放区毛泽东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发出通知。提议

将团的名称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0月27日，哈尔滨市毛泽东青年团召开

临时团员大会，通过将团的名称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其他建立团组

织的地方，也都将毛泽东青年团的名称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之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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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黑龙江地区各级党组织都加强了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并陆续建立团的领导

机构。这时。团的组织注重在农村发展团员工作。到1950年底，大部分农村行

政村都建立起团的组织，团员总数增加到144 658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黑龙江地区青年以

新中国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到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之中，成为一支最有生气的

突击力量。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

边。黑龙江地区各级团组织，广泛动员青年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向青年进行仇

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动员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仅松

江省在抗美援朝初期就有近2万名青年参军。黑龙江省组织1 400多名青年建

立了爱国义务劳动大队，经过17个昼夜的劳动，完成了150万斤炒面任务。各

地团组织还发动团员青年订立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参加“爱国日”等活

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朝鲜前线。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增产节约、“三反”“五

反”、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

1954年8月，松江省与原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原两省团委随之合并

为青年团黑龙江省委员会。经过几年国民经济恢复，国家已开始实行发展国民

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工作提到国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根据党的

中心任务的要求，青年团黑龙江省委把主要工作重心放在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

和青年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上。1954年秋以后全省各级团组织紧密结合工农业生

产实际。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和青年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参加学科学、用科

学、技术革新、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和生产突击等活动。这期间，全省涌现出

1 600多名优秀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有331名各条战线青年代表出席全

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得“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

子”光荣称号。1955年～1956年，青年团黑龙江省委协助有关部门先后接收安

置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青年志愿垦荒队12批，约2 000余名队员；

省内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13个市县组织20个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

约3 000多人；还以农业社为单位组织4 500多个小型、近距离青年垦荒队，队

员9．4万人。

1956年11月，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市召开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产生了青

年团黑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从松、黑两省合并到1956年的整党建党、整社建

社期间，全省团的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顿，团组织的战斗力得到增强，团员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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