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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yard Furnace Campaig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its historical 
process is almost consistent with the Great Leap Forward, but there is a certain hysteresis. In 
terms of Hen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important political meetings, the 
Backyard Furnace Campaig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the embryo stage (March 1958-July 
1958), the climax stage (July 1958-March 1959), the adjustment stage (March 1959-August 1959) 
and the repeating and end stage (August 1959-December 1961). By discussion of different status 
of four phases, this article is to provide more historical data for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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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炼钢铁运动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子集，其历史进程与“大跃进”基本保持一致，但有一定的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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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性。就河南省而言，依据不同时期的重要政治会议为节点，该省的大炼钢铁运动可划分为运动的酝酿

(1958年3月~1958年7月)、高潮(1958年7月~1959年3月)、调整(1959年3月~1959年8月)、反复与结

束(1959年8月~1961年12月)四个时期。本文通过对四个不同阶段不同现状的一些探讨，以期为今后的

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史料。 
 
关键词 

大炼钢铁运动，河南省，不同阶段，现象 

 
 

1. 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的时间范围界定 

对于“大跃进”的时间界定，目前众多学者已经有了较为统一的看法：1957 年 10 月至 1960 年 10
月。这对从事此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和帮助，只有研究主体清晰明了的情况下，研究起来才能

够有的放矢。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本文对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研究上的时间范围。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始末基本遵从“大跃进”的整体进程。“大

跃进”始于 1957 年 10 月，在中共八大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恢复“多快好省”的口号、制定了一系

列措施，标志着“大跃进”的开始。1960 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则标志着“大跃进”的结束。

之所以以中央会议作为该运动的研究前后结点，归根结底这是一场政治色彩较为浓厚的群众性历史

事件。张志辉在《“科学大跃进”初探 1958~1961》一文中，行文鲜明的对“科学大跃进”进行了概

念界定，阐释了研究主体的时间范围和范畴，同样选择了相关会议召开和文件公布的时间为前后节

点。 
就全国大炼钢铁运动而言，并没有学者在研究时间范围上给与明确的阐述。但许多学者都更多的将

大炼钢铁运动的研究视角聚焦在了 1958 年，这是略显偏颇的，历史的重构应该是全面而完整的。以河南

省为重点考察对象，1958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第一次钢铁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明

确提出了当年全省的生铁、钢的产量任务和建炉的数量[1]。1961 年 12 月 25 日至 31 日，河南省委召开

各地、市委工业书记会议，贯彻执行以整顿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民贯彻实行《工

业生产七十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结束了大跃进以来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2] (401)。所以，笔者认为

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的时间跨度应为 1958 年 3 月至 1961 年 12 月。 

2. 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的四个时期 

2.1. 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的酝酿 

河南省于 1958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期间召开了全省第一次钢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

1958 年河南省钢铁产量任务，生铁要求 50~70 万吨，钢 20 万吨，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措施： 
明确积极发展地方冶金工业，确立依靠群众、自立更生的原则，兴办企业方面要采取六主原则，

即要充分发挥自有原料的最大利用化，资金要依靠地方企业自己积累，努力发展中小型企业，综合型

企业的发展要做长远规划，着力培养储备现有的技术力量，产品就地销售，另外，县县、乡乡、社社

都要办铁厂；确立重七轻三的原则，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占 70%，轻工业占 30%；冶金工业建设模

式也进行了规划：遍地开花，全党全民办工业、先扎摊子，由小及大、因陋就简；培养技术力量：中

央在省里兴办 24 所学校，预计培养人数 1 万~1 万 5 千人，各个区县，采取以老带新的方法，预计培养

人数 14 万人；三年内摸清省内地址情况，向群众讲授知识，例如山上不长草，山下定有宝；雨后放光；

雪后先消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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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中，承担生铁冶炼任务的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类是全省范围内应运而生的

炼铁厂，这些炼铁厂大小规模、冶炼设备、技工配置参差不齐；第二类就是以市、县小至公社为主导、

兴办的大会战冶炼点。后者参与人员以普通群众为主，采用的炉型也千差万别，但共同点是炉子数量大，

绝大部分是土法炼铁炉，以用料简单、节省材料、操作简单为主要原则，参与人数众多。除了这两类，

在各个机关、单位或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企业，都会参与冶炼活动。 
第一次全省钢铁会议拉开了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的序幕，但此次会议之后，全省范围内还并没有发

生大规模的群众冶炼事件，这与此次会议上制定的本省全年生铁任务量 50 万吨有直接关系，按照规划，

当时承担生铁生产任务的主要是大大小小的炼铁厂。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多种多样，全面发展，省专

市县乡社办铁厂，大厂套小厂，机械厂设炼铁厂以及组织城市资金技术上山办铁厂等 9 钟形式，达到投

资少，建设多收效快的目的[4]。从河南省 1958 年 3 月份出台的地方工业基建投资规划上来看：全省投资

总额为 3814 万元，其中煤炭工业 2609 万元，占总投资额 68.41%，钢铁、肥料、硫磺等重工业 330 万元，

占 8.64%，电力工业 325 万元，占 8.52%，轻工业 201.5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5.3%，食品工业 103.5 万元，

占投资总额 2.7%，机械工业 70 万元，占总额的 1.84%，县营工业 116 万元，占 3.04% [5]。不难看出，

这一时期河南省的工业发展规划既迎合了当时中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但并非将工作重点完全

置于钢铁生产上。与此同时，全省对煤炭工业的发展是倾注了较大精力的，58 年投资兴建的大大小小的

煤矿达到了 29 个，这为解决即将到来的炼铁高潮的燃料不足问题是做了铺垫的。从社会舆论来看，也都

是在宣扬这一时期各个地方钢铁厂的建炉高效性，例如：郑庄冶铁厂第一座土高炉只花 3 元 5 天时间投

入生产，舞阳县朱兰店冶铁厂 1 周内兴建 3~13 m3高炉 86 座等等[6]。 
全省召开第一次钢铁会议之后，无论是当时制定的生产任务、建设任务、产量分配还是投资金额，

河南省工业在朝着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手工业、社会基础设施配套齐头并进的方向发展。就大炼钢铁

运动，这一时期的生产任务重点放在全省的钢铁冶炼厂上，但同时不论是煤矿生产还是焦炭生产已经出

现了“跃进”的现象，这为之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进入高潮作了铺垫。 

2.2. 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的高潮 

1958 年 7 月 11 日至 17 日，河南省委再次召开了钢铁会议，会议上提出了河南省 58 年新的产铁产

钢任务，生铁 150.8 万吨，钢锭 27.4 万吨，正是这次年产任务的调整，使得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走向了

高潮，见表 1。 
就这一时期的炉子建造情况来看，自 150.8 万吨任务提出以来，为了完成全省既定任务，全省大搞

特搞小高炉和土高炉的建设，以专区、市县、乡社为单位建立钢铁冶炼会战点，开展群民性的冶炼活动，

以弥补钢铁工业(钢铁厂)生产能力的不足。截止到 58 年 7 月 10 日，全省范围内各种炼铁炉已建成 741
座[7]。随着钢铁生产任务的提高，全省建炉数量在第一次钢铁会议召开之后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到了 58
年 8 月 20 日，河南省已经建炉 22,099 座，土炉 21,567 座，简易小高炉(1~7 m3) 415 座，大型小高炉(8 m3

以上)16 座[8]。截止到 1958 年 9 月 20 日，参加生产的各种炉子 45,875 个，其中土炉子占到 97.6% [9]。
“以小型为主，以土法为主，土洋结合，点面结合，大中小相结合，建立千千万万土高炉，小高炉，依

靠群众自力更，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方针的指引下，土法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为

了完成既定生产任务，本着易于推广、节省原料的原则，土炉的运用被推向了极致。但就原料，主要是

铁矿石和燃料的利用率来看，近代高炉每炼 1 吨铁需 3 吨半左右固体原料，土高炉则需 4~5 吨左右，空

气也是高温炼铁不可缺少的原料，如将风量折合重量计算，近代高炉每吨生铁需风量约为 3 吨重，小高

炉铁每吨铁需 4~5 吨重，土高炉每吨铁需达到 8 吨重，炼铁消耗原料如此之多，因此必须十分重视原料

问题[10]，这与推广土法炼铁的初衷是有所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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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iron and steel production tasks in Henan Province 
表 1. 河南省 1958 年钢铁生产任务分布表 1 

 
生铁(万吨) 钢锭(万吨) 钢材(万吨) 

第一本账 第二本帐 第三本帐 第一本账 第二本账 第三本账 第一本账 第二本账 

合计 150.8 301.3 402 27.4 40 62 10 14.4 

新乡专区 30 49 60 3 3 5 0.6 0.7 

开封专区 19 35 50 2.6 3 5 0.1 0.2 

洛阳专区 30 50 55 2 2 3 0.15 0.2 

许昌专区 23 60 80 2.45 3 5 0.1 0.2 

信阳专区 18 50 80 2.15 3 10 0.1 0.2 

南阳专区 17 25 30 1.5 1.5 3 0.15 0.2 

商丘专区    0.5 0.5 1 0.3 0.4 

郑州市 1 1 1.5 3 4 5 2 3 

洛阳市 1.2 5 10 3.4 9 10 2.2 4 

开封市 0.5 1 2 1 2 2.5 0.7 0.8 

新乡市 0.3 0.3 0.5 1.3 2 2 0.7 1 

安阳市 0.2 1 5 1 2 2.5 0.7 1 

鹤壁市 0.7 1 2 0.2 0.2 0.5 0.2 0.3 

焦作市 2 5 6 1 2 3 0.6 0.6 

三门峡市 1.5 2 3 0.5 0.5 1 0.5 0.6 

平顶山市 0.4 1 2 0.5 1 1.5 0.3 0.4 

省直机关 6 15 15 1.3 1.3 2 0.6 0.6 

 

另外在这一时期较为典型的就是钢铁高产卫星现象。从 1958 年 1 月至 8 月 20 日，河南省生铁产量

总计为 12694.98 吨，钢 1213 吨，面对全年 151 万吨生铁，30 万吨钢的任务，其严峻的形势不言而喻。

就河南省而言，最先放出钢铁高产卫星的是鲁山县，《人民日报》于 1958 年 9 月 15 日，在第一版醒目

的位置刊登了题为《取得鲁山炼铁经，日产千吨并不难》一文(见图 1)，“河南省鲁山县的一千三百多座

炼铁炉，几乎全部都流出了铁水，在 8 月 28 日创造了日产生铁 1068.65 吨的惊人纪录，这是目前钢铁战

线上远远跑在前面的一个县”。 
随后，在 9 月 15 日，河南省又放出了日产一万八千多吨的巨大卫星(见图 2)，“这天全省日产生铁

18693.92 吨，另外还生产了烧结铁 10250.18 吨。这一天，全省共出现八个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卫星县。

其中禹县为最高，日产生铁 4396 吨，外产烧结铁 4607.25 吨，其次是鲁山县，日产铁 2154 吨，外产烧

结铁 2577 吨。再次是宝丰县，日产铁 1500 吨，外产烧结铁 2500 吨”。此外，临汝、信阳、登封、商城

和博爱五县的日产量都在千吨以上。这些大面积高产卫星的出现，标志着河南省在钢铁生产上突破了大

量生产这一关，使全省钢铁生产进入了跃进再跃进的新阶段[11]。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两颗“卫星”的升空加剧了之后全省范围内的“卫星现象”。9 月 18 日，河

南省委举办钢铁“跃进”广播大会，为了完成生产任务，省委要求全省 20 日之后日产钢铁要达到 2 万吨， 

 

 

1资料来源：河南省档案馆，冶金局下达的 1958 年度冶金产品生产计划的通知，J115，12。表格中提及的三本帐的说法，源于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所谓“三本帐”，是指中央有两本帐，第一本账是必成的计划，这本账公布；第二本账是期成的计划，这本账

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这在地方是必成的计划，第二本账是期成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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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report of iron production satellite in 
Lushan 
图 1. 鲁山日产千吨生铁的报道 

 

 
Figure 2. The report of iron production satellite in 
Henan 
图 2. 河南日产万吨生铁的报道 

 

月底争取达到 3 万吨。次日，河南省信阳专区放出了日产 10,310 吨生铁的卫星，外加烧结铁 2182 吨，

这是当时全国钢铁工业战线上出现的第一个“万吨专区”，信阳专区的商城县产生铁 6191.53 吨，外加

烧结铁 1880.8 吨，创造了全省日产生铁最高纪录[12]。 
为了达到以点带面，全面开花重点突破的目的，9 月 22 日，河南省委召开大办钢铁电话会议，会议

上确立以 1 市 15 县为炼铁中心，分别是安阳县、汤阴县、博爱县、济源县、登封、密县、宜阳、临汝、

绳池、禹县、宝丰、鲁山、信阳、商城、桐柏和焦作市，其中焦作市以煤矿生产为主。在生铁生产任务

上，对这 15 个县也做了强制性的安排，其中禹县、宝丰、信阳、临汝、鲁山日产量必须达到 2000 吨，

其余 10 个县需达到 1000 吨，全省范围内有 50 个县生产铁，其余各县日产生铁需达到 500 吨[13]。以这

样的任务分配方案来看，的确是满足了全省日产 2 万吨生铁的任务，到年底时，顺利且能超额完成中央

分配的任务。之所以列出上述 15 个县作为重点卫星县，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经验”，

不难发现，9 月 18 日的 8 个日产千吨县都涵盖在重点卫星县里。 
“卫星现象”愈演愈烈。9 月 28 日，鲁山县放出一颗日产生铁 34,360 吨的大卫星，同日，信阳专区

创造了日产生铁 26707.32 吨的记录，并出现两个日产万吨的县，信阳县产铁 13631.53 吨，商城县产生铁

12567.5 吨[14]。10 月 5 日，河南省信阳专区放出了日产钢 9350.36 吨的全国第一颗大卫星，其中，信阳

县日产 5930.15 吨，商城县日产 3330.32 吨[15]。10 月 5 日至 9 日，河南省委召开了钢铁生产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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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在坚定“小土群”的方针下，一方面要保证 10 月份生铁 80 万吨、钢锭 20 万吨的任务指标，

另一方面，钢铁生产战线上要“大放卫星，连续放卫星，全面放卫星”[16]。之后的事情可想而知，一颗

颗硕大的“卫星”腾空而起，令人瞠目结舌。从 10 月 15 日到 11 月 2 日，《河南日报》陆续报导着一则

则“喜讯”，15 日产生铁 23,318 吨，16 日产铁 26,040 吨，17 日产铁 30,332 吨，18 日产铁 37,331 吨，

19 日产铁 48,122 吨，20 日产生铁 48,368 吨、钢 5449 吨，21 日产铁 52,809 吨、钢 5148 吨，24 日产铁

95,743 吨，25 日产铁 401,577 吨、钢 8200 吨[17]，29 日，一颗巨大的“卫星”再次升空，其生铁产量约

等于 10 月 1 日至 27 日的总和，这一天日产生铁达到 1,056,742 吨、钢 11,706 吨，其中鲁山县达到 157,778
吨，禹县为 307,467 吨[18]。在 11 月 2 日，《河南日报》刊文宣布，河南省在 10 月份共产生铁 4,042,274
吨，全年产钢 313,942 吨，超额且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 

河南省 58 年钢铁年产任务的顺利完成，得益于一颗颗硕大的“卫星”。不难发现，15 个重点卫星

县，尤其是鲁山县、信阳县、和商城县在放卫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次次地刷新着日产钢

铁的纪录。短短几个月内，河南省产铁将近 420 万吨，这样的数据不禁令人惊愕。266 个临时组织成立

的钢铁会战冶炼点产铁 220 余万吨；全省的钢铁厂共产铁 2,002,743 吨，其中好铁 700,789 吨[19]，至于

这部分好铁是依据什么标准得出的，已无从考证。 

2.3. 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的调整 

郑州会议之后，“大跃进”左倾势头有所遏制，具体表现在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和经济指标的调整。

就钢铁工业，在 1959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2 日，河南省委召开了工业会议日，为贯彻中央“缩短战线，

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着重讨论了钢铁工业合理定点布局问题，会议上通过了《钢铁工业定点

布局和改进管理方案》，决定将全省现有的 92 个钢铁基地减少为 43 个，111 个生产点减为 63 个，同时

做出了将劳动力向农业生转移的决定。随后在 4 月 29 日至 5 月 13 日的全省计划、基建、生产会议上，

全省年产钢铁计划中，钢产量由原计划 80 万吨调整为 22 万吨，生铁计划由 150 万吨调整为 80 万吨，会

后经讨论，59 年的指标确定为好钢 10.8 万吨争取 19 万吨，生铁 68.9 万吨，争取 80 万吨。自此，到 8
月底的河南省一届十四次全会、三级干部会议期间，河南省的大炼钢铁运动处于调整状态，主要表现在： 

(1) 由小土群向小洋群转变，缩减钢铁冶炼会战点。由专区、市县、乡镇公社为主导的全民大办钢铁

会战点在这一阶段得以缩减，1958 年年底到 1959 年初，陆陆续续的关闭了部分钢铁冶炼点，到年底时，

全省“小洋群”30 个，“小土群”19 个，土炉子 1500 座[20]，冶炼方式从土法炼铁逐渐转移到以现代化

的小高炉为主，承担钢铁生产任务的重心也重新转移到钢铁厂上。虽然整个运动期间小高炉都一直在建，

但不同时期建炉情况的不同直接反应了这一时期所采用冶炼方式重心的不同。1958 年河南省高炉建设情

况：3 m3 195 座，5 m3 7 座，6.5 m3 6 座，8 m3 20 座，13 m3 15 座，22 m3 3 座，28 m3 12 座，55 m3 1 座，

转炉方面，0.5 吨的 12 套，1 吨 2 套，1.5 吨 3 套，3 吨的 1 套[19]；到了 1959 年，全省共有 6.5 m³高炉

8 座，8~13 m3 109 座，22~28 m3 75 座，55 m3 1 座，100 m3 1 座，255 m3 1 座，1 吨以上的转炉 625 套，

小型轧钢机 15 套，耐火材料厂 14 个[21]，不难看出，1959 年一年中河南省高炉建设数量有了较快的增

长，这一方面得益于全省范围内钢铁厂的合并和重点项目的开展，使得资源能够集中、优化地进行分配，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重心的调整和转变。 
(2) 从盲目的追求钢铁产量到重视钢铁的生产质量。具体到河南省，其实早在 1958 年大炼钢铁运动

进入高潮时期，就已经有了冶炼技术革新的声音，这也是变相的在呼吁要重视生产钢铁的质量，但最终

这种声音被淹没在大放卫星、举国欢庆的洪潮之中，变得细小而无力。虽然全省捱过了 1958 年钢铁产量

任务指标的考验，但质量上不尽人意的事实是不能忽略的。随后，钢铁生产工作的焦点重新回到了对技

术问题的探讨上，为了把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河南省省政府、省冶金局要求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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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鉴定和推广优秀炉型，积极推广冶炼流水铁的经验，在 1958 年的 12 月份，全省炼铁生产中流水

铁就基本上代替了烧结铁，生铁合格率上，也由 1959 年第一季度的 30%上升到第二季度的 54.5%，第三

季度则为 83.96%，是年 11 月份为 87.54%；全省高炉利用率方面，1959 年第一季度为 0.59，10 月份上升

为 0.92[21]。在具体冶炼措施方面，省冶金局对一些较好的经验也进行了总结：第一，要缩小原料粒度，

避免大颗粒原料落入炉缸从而降低炉温；第二，对矿石进行反复焙烧以提高矿石品位，尽可能的降低硫

份，焙烧过程先是进行大块大垛的焙烧，破碎后采用竖窑或是其他的焙烧设配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焙

烧；第三，将石灰石烧成生石灰然后用于冶炼；第四，在矿石选择上，应当充分利用烧结矿[21]。不难看

出，这一时期的大炼钢铁运动已并非纯粹的政治性群众运动，冶炼产品的质量、高炉的技术经济指标受

到了重视，一些好的冶炼经验和方法得到了宣传和推广，部分冶炼方法至今也是值得认可的。以生石灰

用作助熔剂为例，碳酸盐在炉内受热分解，要消耗大量热能，而这些热能是炉内燃烧昂贵的焦炭提供的，

我国在某些对原料强度要求较低的小高炉上，使用预先在炉外已焙烧过得生石灰(CaO)代替 CaCO3入炉，

可取得较为显著的降低焦炭消耗的效果，而对高炉操作没有明显的副作用[22]。 

2.4. 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的反复与终止 

由于庐山会议之后全国范围内“反右倾”斗争的继续，“大跃进”再次泛滥开来。1959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5 日，河南省委第一届委员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会及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重新部署了工

农业等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钢铁工业方面，上调了 1959 年的钢铁生产指标，同时要求继续贯彻“以

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到了 1960 年 2 月 4 日，河南省委召开了为期 16 天的第十五次全会及全省

五级干部会议，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讨论

了河南省 1960 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出全省大办县、社工业的口号[1]386。就钢铁工业而言，具体

到生产任务指标：生铁省内计划要达到 130 万吨，钢省内计划 31.5 万吨，钢材 17.5 万吨[23]，不难看出，

1960 年的钢铁生产计划与 1959 年相比有大幅上调，基本与 1958 年持平。任务既然已经制定，完成是必

然的，此后的情况与 1958 年的第三、四季度有相同之处，一切以钢铁元帅为主，各个部门都要支援钢铁

生产，凡是与钢铁生产有矛盾的，该让路的让路，除了一些重点工程外，凡是和钢铁生产争材料的、与

钢铁生产相矛盾的基本建设项目都可以缓建，要以 1958 年大办钢铁的精神支援钢铁生产[24]。 
1960 年，全省已有的小洋群钢铁厂已经出具规模，预计能产铁 135 万吨，不足部分(30 万吨)由小土

群弥补(这与大炼钢伊始“土”“洋”生产能力 8:2 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矿石和焦炭供应上小土

群必须服从小洋群，保证小洋群的需要，发挥要群的潜力，因此小土群应就运不出来的焦煤、块煤和矿

石就地炼铁，大搞小土群的同时，不能影响农业生产，不能占用秋收的劳力[20]，从 1 月至 9 月份生产生

铁共 100 万余吨，其中“小洋群”产铁 898,000 千余吨，“小土群”产铁 109,962 吨[25]。在这一时期，

虽然河南省与之前一样提出了“土洋并举”的口号，但已经承接了运动调整时期的思路，冶炼方法上实

现着由“土”向“洋”的转变，只是碍于生产任务的压力，土法作为一种补充手段不得不再次登上历史

舞台，且这一时期的小土群的规模和建造，从与资源分布的结合到人员分配都是带有较强的可行性色彩

的。 
尽管 60 年的钢铁生产任务仍然艰巨，却没有了“高产卫星”的现象，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争相

竞做万吨专区、千吨县的现象不复存在。“放卫星”作为一种完成生产任务的特殊手段，在这一时期没

有再被采用，似乎有一点自我否定、自我检讨的味道，一方面是因为“大放卫星”极大的损耗了社会人

力、物力和财力，另一方面，虽然这一时期钢铁工业再次掀起“跃进风”，但已不再盲目的追求产量，

转而是一种较为务实的态度，以期在质量和产量之间达到平衡。 
随着“大跃进”的结束，河南省乃至全国的大炼钢铁运动也渐渐走向了终点，从 1961 年年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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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业开始进行整顿，合并了大小规模不一的钢铁厂，关闭了一大部分产量低、操作不规范的厂矿，

裁减钢铁工业员工并将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到了农业生产上，停止了县、社级的钢铁冶炼点。于 1961 年

12 月 25 日至 31 日，河南省委召开了各地、市委工业书记会议，要求全面贯彻实行《工业生产七十条》，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 401。自此，河南省持续了近 3 年的大炼钢铁运动暗淡收场。 

3. 结语 

(1) “群众运动”的现象贯穿着整个事件，但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是不同的。 
在运动酝酿阶段，群众运动主要表现在煤炭、焦炭生产等一些与冶炼相关环节的从业人数众多方面，

且人员的调配和技术人员的培养多是由省市县级的工厂为主导的。另外，这一时期由于当时的钢铁生产

任务尚未调整，从整个省的轻重工业、手工业和基础设施规划来看，全省的发展是本着“优先发展重工

业”为指导的，其余各个行业并进，尚未出现“钢铁元帅升帐”的情况。到了运动的高潮阶段，这时的

“群众运动”似乎与大众视野中的“群众运动”更为相近，从矿料、煤矿的寻找开采、焦炭生产、原料

运输到实际冶炼的操作，从事者已经没有了年龄、性别、社会地位、专业背景的界限，完成钢铁生产任

务是一切事务最根本的原则。严峻的政治形势、苛刻的政治任务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造就了这一时期

铺天盖地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到了运动的调整阶段，“群众运动”较第二阶段有所减缓，主要表现在专

区、市县和社级的冶炼会战点的缩减，抽掉的人员以普通群众为主，进而是冶炼相关行业的调整，如煤

焦、运输、耐火材料生产等。除此以外，这一时期大大小小的钢铁厂采取了资源整合，员工数量上也进

行了裁减。这一时期的群众运动似乎与第一阶段更为相似。到了最后一个阶段，虽然也建起了部分的小

土群冶炼点，但较高潮时期，抽离了盲目性，取而代之的是较为科学化、合理性的安排，但由于此时左

的思潮仍旧占据着统治地位，无论微观上怎么调整，宏观上的错误已经决定了这场群众运动对社会的财

力、劳力和物力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2) 从冶炼技术运用的角度来看，河南省为期三年的大炼钢铁运动经历从土法到洋法的转变。 
由于传统古法冶炼技术在河南有着较为深厚的底蕴，大炼钢铁运动伊始，各种炉型应运而生，呈现

出百花齐放的状态，但由于产量和经济效益等多方面的问题，随后指定了几种炉型进行全面推广。从土

法到洋法的转变，这既是技术与社会双向选择所致，也是技术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从这点看，就

河南省而言，虽然大炼钢铁运动披上了政治运动的嫁衣登上了历史舞台，几经周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

人力损失，但在此次运动中扮演最为核心角色的冶炼技术，在它的剧本里依然循着自己的道路坚定地前

进，并没有违背技术前行所应遵循的既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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