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读毛泽东的《送瘟神》

吴光祥

1958年 7月，毛泽东主席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提笔写下七律诗歌《送瘟神》。

《送瘟神》是毛泽东诗词中，唯一为人民健康和医疗事业而写的作品。诗中所说的“送瘟神”，是把民间

传说中的司瘟疫之神送走，寓意全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赢这场全歼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

《送瘟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给全国人民传递出了消灭疫病的必胜信心，激发了人民群众的

无穷斗志，并汇聚成一股排山倒海的巨大精神力量，激励着战斗在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

一

1958年 6月 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为题，

报道了当地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当毛泽东读到这则“棺材田”变丰产田、“寡妇村”变幸福村、枯木又

逢春、百姓得新生的报道后，激动不已，欣然命笔，一气呵成，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写好《送瘟神》诗句后，喜悦的心情难以平静。紧接着，他又挥笔写道：“六月三十日《人民

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现

在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

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

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

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

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二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有 200多年，当时流行于江苏、浙江等 12个省市的 350个县（市），患病人数约

有 1000多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在 1亿以上。是新中国流行病中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种。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1950 年 4 月 20 日，国家卫生部

向华东区、中南区下发了《关于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

1955年仲夏，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保障人民健康、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紧迫

任务。此时，毛泽东由北向南至各省市实地视察工作，详细了解各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和防治血吸虫病的情

况。到达杭州后，毛泽东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开会期间，你们不要搞其他活动，要帮我去了解杭州

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

1955年 11月，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问题。11月 17日，

毛泽东专门让在北京的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赶到杭州，报告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午饭期间，毛泽东

一面听徐运北汇报，一面和柯庆施等省委书记商谈。毛泽东说，广大农民翻了身，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必

须帮助农民战胜危害严重的疾病。当徐运北汇报当前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是血吸虫病，而且患病人数多、

流行地区广，尤其是还没有理想的药物治病时，毛泽东说：“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

防治药物和办法。”当徐运北汇报到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毛泽东又说：“要发

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时，省市委书记们也插话反映各地

发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都赞成把预防血吸虫病工作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毛泽东说：“对血吸虫病要全

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

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

手，大搞群众运动。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由柯庆

施负责。”



当天晚饭时，毛泽东和徐运北及省委书记们一面吃饭，一面议论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最后，毛泽东

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由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柯庆施为组长，

魏文伯、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就叫 9人小组；有血吸虫病的省、

地、县也成立 7 人小组或 5人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9 人小组第一次会议要迅速在上海召开，各省立即行

动；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依靠党的领导；各有关党委要亲自抓，了解情况，总

结经验，并尽快编出通俗小册子，把消灭血吸虫病的知识和方法向群众进行宣传。毛泽东还指示徐运北立

即到疫区实地调研。后来，徐运北深有感触地说：“在疫区，我耳闻目睹，进一步认识到血吸虫病的危害，

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具体

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终生难忘！”

三

1955年 11月 22日，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到会的有重点地区省市负责同志、

血防工作干部和部分专家教授等。会议首先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阐述了消灭血吸

虫病的重要意义，分析了由于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给消灭血吸虫病带

来了有利条件。当时，还从会上了解到，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

建、四川、云南 12个省、市区的 243个县市流行血吸虫病，患病人数达 1000余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

过 1 亿人。这次会议，确定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进行防治，

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方针，明确了“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工作步骤，提出消灭血吸

虫病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既要积极治又要积极防，必须结合中心工作，实行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

合的方法。

随后，在南方广袤的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历时数年的消灭血吸虫病战“疫”打响了。省、市、县

和乡镇四级迅速建起了血吸虫病防控机构，同时各省、市、县的宣传机构印发了数以千计的宣传文稿，鼓

舞人们以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投入到消灭吸血虫病的战斗之中。曾任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组长的魏

文伯同志，亲笔写下了《送瘟神三字经》：“血吸虫，害人精，粪中卵，要小心。粪入水，卵变形，长毛

蚴，钻螺身……新社会，传佳音，党号召，送瘟神。断病源，要认真。搞防护，不可轻，粪管好，肥成金……”1955

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

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

前途。”

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密切关注着全国消灭血吸虫疾病的进展情况。他一面号召、部署和检查这项工作的

落实情况，一面向有关专家学者了解和征求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与科学方法。1956 年 2月 17 日，毛

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成为全党全民向

血吸虫病开战的动员令。

1956年 3月 3日，毛泽东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研究专家秉志 2月 28日写给他的信：鉴于土埋灭

螺容易复生，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采用火焚的办法，永绝后患。毛泽东看了非常高

兴，当即指示卫生部照办。此后，毛泽东到各地视察时，常常告诫当地党政军负责人：我们应该正确认识

血吸虫病，它的危害性严重性丝毫不能低估。各级党委要挂帅，部门要合作，群众要参与。要人人动手，

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全部彻底消灭血吸虫这个可恨的天敌。

1957 年 4 月 20日，《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正式下发，总结了前一段防治血吸虫病的经

验，强调要进行积极防治，采取综合措施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深入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



并要进行反复斗争。4月 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的

通知》，明确提出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防治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协同作战，并定

期向中央作报告。不久，神州大地传来江西省余江县率先消灭血吸虫病的捷报。

今天当我们重读《送瘟神》这首描写广大劳动人民消灭血吸虫病的革命史诗，回顾这段中国人民的伟

大战疫史，就会充分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众志成城，科学防治，

才能彻底消灭疫病，共建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