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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2004年初，中国大陆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针对法轮功的“反邪教警示教育运

动”。这是江泽民集团 1999年 7月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进行的新一轮有文件、有

纲领、有周密计划的系统的政治迫害升级运动。这场运动涉及的范围从农村到城

市、从大中小学到街道里弄、从北京上海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到新疆建设兵团。目

前这场运动现在还在继续。本报告将揭示这场运动的部分事实和背景。

运动的发起和性质

这场运动的名称是“反邪教警示教育运动”，所根据的文件主要是国务院防范和处理

邪教问题办公室、中央组织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公安部、农业部、团中央

和中国科协等八部委[1]发布的《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2]。在这场运动中经常被引用的另外两个文件是《国

务院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3]和中宣部等十四部委《关于

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2]。《通知》下达以后，各省[4]、市

[5]、区县[6]直至乡镇[7]都发了相应的文件。教育部门[4、8]、共青团[9]等系统也

有同样的文件下达。

“反邪教警示教育运动”的开展是针对法轮功的。牵头发布《通知》的“国务院防范

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的另一个名字是“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又名“610”办公室，因其成立于 1999年 6月 10日而得名[10]。是江泽民为了镇压

法轮功而在现有党政体制外建立的有超级权力的私人指挥系统，类似于文革时期

的“中央文革小组”。作为这个活动的主要宣传方针，全国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

办公室统一组织编写了《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提纲》，在这个《提纲》里就多次

重复了 1999年 7月以来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诽谤诬蔑性宣传[11]。
烟台教育学院“关于在全校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中直截了当的声

称“与法轮功的斗争，不仅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争夺青年一代的斗

争”[12]。共青团河南孟州团市委“关于在农村青年中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的实

施方案”中则提出由于法轮功“活动重点向农村转移”，“与我争夺人心、争夺群

众”，针对当前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安排部署和焦防办

〔2003〕11号文件精神，团市委决定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同一文件中提出

运动的指导思想则是以“三个代表”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关于

同法轮功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关于防范、惩治邪教活动的法律、法规[9]。在伊



川县召开的洛阳市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现场交流会上总结了以往高度重视农

村的防范邪教工作，深入开展了同法轮功等的斗争[13]。这些文件都说明了这项活

动是为了开展又一轮对法轮功的迫害。

组织和措施落实

《通知》下达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分别成立了“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领导

小组”和相应的办公室并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的工作班子。如中央成立了“全国农村

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办公室”[14]，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其所属的八个县

市都成立了“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5]。这个运动是由党和政府

系统执行的，但日常的操作仍由各级政法委员会、“610”办公室负责，反邪教协会

也参与部分领导工作。如山东省青岛市的活动是由市防范和处理邪教办公室

（“610”办公室）、市科协和市反邪教协会共同举办的[15]。山东省东营市《关于

在全市农村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由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领导小组（其

办事机构就是“610”办公室）发出[16]。自称是民间组织的“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反

邪教协会”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包括”对各镇、办、开发区的反邪教警示活动进行

督查”[17]，显然起到了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

这次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专门为此培训了干部。如湖南湘西自治州农村反邪教警示

教育活动领导小组举办了全州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骨干人员培训班，270余名

骨干人员参加了培训[5]。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和云南省威信县由“610”办公室对反

邪教警示教育活动骨干人员进行了培训[17、18]。上海奉贤和金山分别对几十所中

小学校长和有关人员进行了培训[14、19]。各地还分别召开了动员大会[20]。如山

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召开了“全区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动员大会”[17]

为了加强对这场运动的控制，还定期召开现场交流会[13]，上级部门对实施情况进

行督查。负责检查的是省市一级的“610”办公室及相关部门，省市检查（督查）组

一直下到区县[21]和学校[22]。检查内容包括组织机构、领导、方案、计划、骨干

培训、直至书写标语条数和放映 VCD光碟场次这样的细节 [23]。山东烟台教育学

院要求各系、各部门要把这项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学校定期与不定期地

组织人员进行检查，并将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情况纳入学校争先创优和考核

工作，确保教育活动得到扎扎实实地开展[12]。各地还要将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工

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反馈到上级部门[23]。

主题、口号和材料

整个运动的主题是“崇尚科学、关爱家庭、珍惜生命、反对邪教”[1、2、9]。在农

村还有一些口号措施，如“千条反邪教标语进村上墙、十万张明白纸入户到人”、
“进村、到组、入户，面对面”等[17]。使用的培训材料主要是由全国农村反邪教警

示教育活动办公室统一组织编写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提纲》[11]。该宣传提纲

的简化版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其它材料还有全国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办公室



统一制作的反邪教宣传挂图，中央防范办（防范和处理邪教办公室，即“610”办公

室”）和广电总局制作的攻击法轮功的电影 VCD光盘[24]。

运动范围

这次运动虽然名义上是面对全国农村，但事实上已经扩展到了全社会。除了在城市

乡村的中小学进行外[1、4、8、14、16、22、25至 32]，各个大专院校也同样进行

[12、33]。在杭州召开的浙江高校反邪教座谈会还特别强调了在农村反邪教警示教

育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在高校开展反邪教工作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34]。从地域上看，既包括了北京[2]上海[14、19]这样的沿海中心大城市，也包

括了远在新疆的建设兵团[35]。

活动内容

主要活动方式是展出一套统一制作发放的展板，学校刊出黑板报、组织学生观看宣

传电影、录像资料和图片展览；举行签名活动、举办征文比赛、演讲及竞赛答题活

动、举办图片展、书画展、科普展以及召开主题班会、开辟宣传专栏等；并组织学

生上街宣传、散发 VCD光盘、传单，[2、17、23、24、25、26至 31]。内蒙古举

办了相关的理论和群艺作品创作征集大赛[36]，河北省劳教系统还组织了宣讲团赴

全省各地巡回演讲[37]。

时间安排和经费

根据河南焦作孟州市团委文件，这次在农村开展的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为期一年

[9]。整个活动分五个阶段，具体时间和内容安排如下：

1. 部署发动阶段（2003年 12月 30日至 2004年 1月 10日）

2. 教育培训阶段（2004年 1月 11日至 2004年 1月 15日）

3. 深入宣传阶段（2004年 1月 16日至 2004年 3月 31日）

4. 集中整治阶段（2004年 4月 1日至 2004年 12月 10日）

5. 检查验收阶段（2004年 12月 11日至 2004年 12月 31日）

北京通州的宣传月为 2004年 4月[38]。浙江温州龙湾区整个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宣传动员阶段（2月 9日至 2月 15日），实施阶段（2月 16日至 3月 14日）和总

结验收阶段（3月 15日至 3月 20日）[32]。

这项活动的宣传资料一部分由中央免费发放，一部分由地方财政负担。如湖南湘西

自治州除中央免费发放的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宣传资料外，自己光印刷资料就花费

20万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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