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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进行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怀着元比激动的心情向党谟战,坚决要求毕业后重

返我曾经接受过再教育的农村去,当一名新型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

一切。

我家住在一个城镇上。中学毕业后,我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

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贫下中农推荐我进了工厂;一九七二年,工人又送 我 进 了 大

学。我之所以选择大学毕业当农民的道路,是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鼓舞下向朝

农学员的革命精神学习的结果。

大学毕业干什么,这不简单是个去向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问题。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思、列论无产阶级专政

的语录,使我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囝家里,还存在着资产

阶级法权,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

差别,就很容易出修正主义,给资本主义复辟造成条件。作为-个工农兵学员,应当做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来自朝农的教育蕈命经验9为我国教育战线的跃进局面展现了一个广阔的前景。朝

农实行
“
社来社去

”
的办学方针9培养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

人,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迈进 ,

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经验。大学毕业当农民,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奇事,是一场

社会大变革,是历史上大学生分配的转折点,是对修正主义教亩路线的猛烈进玫,是对

资产阶级法权的勇敢挑战。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深深地触及到人们的灵魂 ,

促使我认真学习9积极思考,坚决革命:

开始9我宥这样的想法:朝农学员是 “社来社去
”

,而 我呢?我是从工厂来的,我要

求回我原来的工厂去当工人不是也可以吗?学了朝农的经验,我认识到,教育是上唇建

筑妁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目前夕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着两

种形式。农村主要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大学毕业生,必须首先考虑如何为

巩固和发展这种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服务。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

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以农业为薹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

及各项政策,并且要求我们把各个部门的工作都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朝农

的经验之所以带有战略性,正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抓住了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并为

经济基础服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不仅适用于农业大学,也适用于我们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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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旧大学这个系 ,那个系 ,就是和贫下中农没联系,旧 大学培养这样人材”那样人材 ,

就是没有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人材。朝农的经验,是对教育战线十七年黑线专政的有力批

判,是教育革命的创举。朔农的方向,是我们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方向。朝农培券的大

学生9是我↑l学 习的好滂祥。胡农学员贞忘珍if扌 志,不 JjL是乡t住拉束9也丿tL人工厂里上

大学的吗?但地亳不留恋城市挛活,偏要到农村去战斗,她不要 “铁饭碗”,偏要 “泥

饭碗r;她白觉做眼制Frj· 汾圾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学理论,珑 要 付 诸 实

践;学朝农,就要见行动。不国工厂田农村,不拿工资挣工分,正是我在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大学毕业当农民,我采取这一行动,选择这一道路,并不是一 :寸
ˉ
的 “精神冲动”

,

更不是有些人所说的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而是经过较长时期的激烈的甚至是庙苷

的反复的思想斗争才决定的。我在五通桥中学毕业实习时,取得了较好的成纹,该校领

导和师生都很欢迎我毕业后能分到那里去。因此夕在毕业前我曾想过:能在这个有 “小

西湖”之称的地方二作,邛该多么理想;摆着舒适的城汴J生活不孚受9为什么偏安爿农

村去吃苦呢?我还怼: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家里的人会支持我i吗 ?于是9我眚

着上l颈 拿方案,等着别人打头炮。⋯⋯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才克服了这秭等待和观

望的思想,终于决定了向党诗战。我想,我是一个革命青年,怎 fF才 I己 得上
“
革命青年

’

的称号呢?诩开历史的画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 “五 ·四″
运动到 “一二 。九”

青

年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n勹 红卫真运动,涌现了一批叉一妣的先进青年。这 些 先 进 青

年,他们敢于捍卫真理,敢干敢闯,头可断,血可流,马列主义不能丢;他们遵循毛主席

的教导,勇于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 马。这 样 的青

年,无傀为革命青年;这样的精神,无愧为草命精神。我们要无愧于 “革命青年
”

这一

光荣称号,就要发扬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敢冲敢闯的红卫兵精神。在上面没有 方 案 的 时

候,应该自己拿主意,走新路夕把一切私心杂念都排除。要革命,就不伯拼命。革命不

是学好 !'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边干边学。在等与争这个焦点上 ,我们要争 ,不能等。

马克思说; “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
历史赋于

我们卓命青年的任务 ,是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社会主义这个桕当长的历

史阶段,需要有一大批革命的青年充满着斗争精神和和栖社精神,脚踏实地用辛勤芳动

去加快历史的进程。农村生活的确比城铁生活艰苦些 ,正 因为如此 ,更需要我们去战斗 9

去建没,去改变画貌。农村是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那 i羊苦得不得了呢?要说苦,想想红

军二万五;要说累,恕想革命老前辈。再说,三大差别的最后消灭,需要有物质和精神

这两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通过我们的琅昔斗争和辛勤劳动

去刨造。

说到家庭的阻力,我认为没有过多担心的必要。我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家里给我

的教育是比较良好的。但在我大学毕业当农民这个问题上 ,因 为我都有一段时间的认识过

程,也得允许他们有个认识过程。不过,我想,他们终归会支持我的。事实证明9当我

写信告诉他们之后,时隔几天9父母、弟妹、我原工作的工厂的工人、原接受再教育的

公社的党委和贫下中农纷纷来信,都一致表示支持我的革命行动。学院党委、革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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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队、各级领导和广大师生员工都纶了我最坚决的支持和热情鼓励。这一切,更加鼓舞

了我的斗志,增强了我的信心,鞭 策我在前进的道路上快马加鞭。

有些人认为大学毕业当农民是 “浪费人材殄,他们哀叹国家培养大学生的钱是 “白

花了″!这个 “浪费
”

论的实质,说穿了就是大学生就不应该当农民,要当农民就别上

大学。它的指导思想仍然是
“
学而优则仕

”,仍然是把上大学当戊摆脱体力劳动和升官发

财的阶梯。社会主义的大学是要培养 “
有蚀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拶

,是培养无产

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工农兵学员都来自工农,如呆~L了 几年大学就忘了工农 ,

看不起工农,不愿为工农——恃 l刂 是农民服务,1;岜不过 “技木到手,人被夺走”,成
了高踞于工农头上的桔神贲族 j'→ ?我认为j⊥ 才是其正的浪费! “知识私有

”
、 “渎书

做官”,这是几干年来反动阶级荟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请神枷锁。我们不能做专统观念的

奴隶,要敢于冲破旧思想的牢笼。我上的是师范大学,学的专业是英语。我认为尽管当

前城市中学需要英语教师,但农村中学萸需要:大寨大队已经普及了九年教育。大寨能

够做到的”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村也应该并且能够做到。我当农民9和实现我 “
忠诚党的

教育事业殄的决心并不矛盾,我〃s然可以争取当一名兼职教师,用我所学的专业知识为

贫下中农服务”力发辰农村的教育辛sz贞 献自己的力量。

方向已定9我将讠I诀 步伐夕力欤地 i辶下矢。 “不管风吹浪打9胜似闲庭信步″。当

然,与 旧传统观念氵:J底丿t钅t。 i丨 l阝 疋一泮容另均÷。△宁氵i: “显然 9这还只是开端 ,但

这是非常重要妁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蚧级更困难、蔓三大、更深刻、萝有决定意义的

变革的开端,因 为这是战胜岜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圭义,这 是战胜万恶

的资本主义遗留给王农的习惯。
”

我将面临的是要去当一个新型农民。新,就要新在具

有社会主义觉吾夕不仅姜与天斗、与也斗”还要与玢圾敌人斗,要去改变农忖的面貌 ,

要发展农村的教肓事业。我深深地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自己的知识还非常不足,还非

常需要向广大贫下申农学三J。 我坚信,有党的领导9有群众的支持。加上我加倍努力学

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党的基本踣线为纲,坚持斗争哲学;不怕反 复,百 折 不

田,自 己一定能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大学毕业当农民,我并不为自己婉惜 ,l而感到无肖光*。 马克思教导我们:“如杲我

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雨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 为这是为全

人类所作的牺链;掰阳寸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白私雨可怜的欢乐9我们的幸福将属子

干万人9我们的事业弊不显赫-时”但将永远存在⋯⋯。”
我决心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的指引下,沿着 “七 。二∵殄指示的光诨道r|肛利前进,为把元产阶级专政的任

务落实到农村,为发展农村的教育革命事业,为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

想贡献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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