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档丛书

编

室
室

斗厅

究
元

一

研
研
林

丈
策

H

党
政
农

委
委

省
省
省

海
海

·~

青
青
海

共
共

.

中
中

叶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
青海卷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青海省委政策研究室 编

青海省农林厅



责任编辑:彭咏梅

图书在摄编自 (CIP)数据

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青海卷/中共言两省委党

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12

t中照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ISBN 7-80136-305-1 

J .中… i 中… 11 .二1 农村-体制改革，成就-JI海

:每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青海古 F32

小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岳17￥号

中国新时期在材的变革·青海卷

中共青海省委党支研究室

中共青海省委政策研究室 如马

青海省农林厅

出摄发行 :'p j毛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邮编: 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敏和噩路 35 号

电话: (010)62581570 传真 :(010)6258151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黯:青海省西海地部副印厂

850X1168 毫米 32 开 19.875 印张 500 千字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Jl仔

IBSN 7-80136-305-1/K' 269 

定价 :34.00 元



主

委

主

《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丛书

编辑委员会

任 李传华 萧万钧 万宝瑞

只1:::1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宝瑞 艾云皇之 余 展 胖、丈武

李传华 张从明 胡 丹 骆友生

萧万钧 黄道霞

编 蹲、文我 黄道霞 余 展 文云航

副主编 彭咏梅



《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X青海卷)

编委会成员

顾问:桑结加马元彪

主任:挑湘成

副主任=窦俊德于敬尧谢承志

委员:李泽启毛，军史昌桂薛怀清

宋秀岩王玉桂童成荣唐明鑫

彭立呜韩昌实 张照庆

主编:毛军李泽启暑明鑫

副主编:张照庆 张成福 温生辉

撰稿人

(按姓虱笔培排到〉

于学谦马义文马正国马主球玉杰玉立

玉立云王宝良王振青牛宏瑞付学科冯秉昌

曲发成任玉责任炳荣朱拭肖荣毒在应百才

李长1正李春杰李泽启李徐林李成云沈宏

何才旦时克明何世林吴天荣宋我宗邵春主

狄平式陈志勇 琼安民周宗文局尚俊杨景福

赵永忠张照庆张国强张文华张海玲哀苑盏

桑映洲 贯立德徐样民康永辉曹怀是黄存才

温生辉鲍玉璋潘振成戴还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江泽民总书记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农村视察工作 1993 年 7 月

~生林 摞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农村考察 王启发 摄



省委副书记、省长田成平视察绵羊改良工作情况 朱国兴 摄

副省长刘光和在玉树州昂欠县视察农业生产 朱国兴摄



海东农村的问套复种吨粮田 宋国华摄

圈…暨鹦照曹雪Iih;l町 寸
u…~~注写出~..，~ "":i骂同‘ ~主~"'-"" • :wι~ ι lIiI 

「-tff - hjf 寸 ，/ . L -.1 弓ii

-介.. ι - U idrfJ主-过.. 
口BI!妒飞 - 卜- 二 二 宁、;干·气.-气m三 .
.γ:λ2 甲、二..俨，认。币'

|号:仨I二二二fJmikJiJiJJ :J:177 ，::;二
交I二I二-均:4'~'#;'~-: - ，- '~~ ;- i.~~'儿;川乌兰丁吁

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 基地实行大面积机械收割

宋国华摄

家庭联e产承包后粮食连年丰收 宋国华摄



西 宁市农村建设塑料大棚种植蔬菜 宋国华摄

海东农村建起了温室培育脱毒洋芋种苗 宋国华摄

青海东部林业发展较快 ， 效益极佳 ， 图为乐都县下北

林区 宋国华才聂



浅 山地区开发水平梯 田，促进农业稳产高产 宋国华才是

青海牧业区开发的草原灌渠 宋国华才是

引水灌溉成绩显著 ， 图为洼中 县永谷川 渠道 宋国华才是



在高海拔的门源县开始实施塑料暖棚养羊 王祖玲摄

海晏县实施科技兴牧 ， 效果显著 。 图为他们培育的毛

肉羊兼细毛羊 。 玉手且玲 才是

大通县宝库乡培育的改良牛群 ， 宜放牧 ， 好饲养 ， 产
出率高 。 玉手且玲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渲中县上新庄村建起地毯厂 ， 生产的地毯远销国内

外 ， 图为著名农民企业家 ， 全国劳动模范 ， 该村的党支部
书记赵延年在检查地毯质量。 张海民摄

青海水资源丰富 ， 适宜发展高原企业 ， 图为在水库实

施网箱饲养虹培 ， 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宋国华才是

利用当地资源、发展乡镇企业 ， 图为民和县硅铁厂的

生产情景 。 宋国华才是



共
和
县
英
德
乡
中
心
寄
宿

学
校

，

认
真
抓
教
育
图
为
学
生

上
藏
语
文
课

3

韦
泉
'
摄

随
着
改
革
的
深
化
农
牧
民

的
民
主
权
利
得
到
充
分
发
挥

，

基

层
政
权
建
设
得
到
加
强

。

因
为
换

届
选
举
中
牧
民
投
下
庄
重
的
一

百
示。

贡
又

才是

改
革
使
农
牧
民
经
济
收
入

不
断
提
高

.

居

住
条
件
得
到
明

显
改
善

。

图
为
循
化
县
撒
拉
族

农
民
盖
起
的
新
房

宋
国
华

，也

J营 j.;!

". 

发
展
中
的
平
安
县
小
峡
乡
卫

付
学
利

摄



总序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是率先从农村开始的。 18 年来，这项得到

亿万农民普遍支持的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给中国农村带

来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是中盟共产党担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

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农民闺题的丰

项成果，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伟大胜

利。这一胜棋，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正确回答了农虱

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欠发达的农韭富家在完成民主革命后，无产

椅级政党如何正确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i特黠是如何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消灭羁割韵基础上努力消除贫嚣的坷

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党在引导农民这个问题上，走

过曲折的道路，亨、累了正反南方哥的经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

折点，我们党通过全面拨乱反正，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

实事求是的总结，全党认识逐步统一，思想得到解放。农村改革勃

然兴起，并迅猛地挂及全国。十一居三中全会以来即薪时期农村改

革和发展的实践，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前重大进

展，创造了十分丰富、援为宝贵的经鞋。

一→求民问题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应当特到重视。我国农

民人口众多，在E家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哨。国家稳定不稳定，

社会安定不安定，经济发展不发展，生产力发达不发达，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农民的状况。我国农民又是工人椅级天然的同盟者，他



11'1过去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中发挥过主力军悻扇。现在我引

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不可忽视这一基本国

惰，不可忽视农民的作用。

一一引导农民致富，是解决农虱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不能缸

农民勤劳致富民发展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要求实巍共民富裕。达到共同富裕要

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要防止再极分

化，又必续破除平均主义，要先许一部分人先富，一部分人后富，先

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一一采取什么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

发展生产力出发，要真正尊重农民的意思，给农民吉主权，包括生

产、劳动、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自主权。在解决涉及农虱切身莉益

的问题时，千万不能违背农民自愿的原则。在改革过程中，哪种形

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被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

取哪种影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为充

分调动表畏的积棱性，国家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放开、搞活的经

济政策。对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及层经营体棋要长期

稳定，并不断发展、完善。要支持和鼓励农民从实际情况击友，实行

适度规模经营和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要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

社会化的需要，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最务体系。

一一走农工商综合经营道路，鼓励农民发展乡镇企业。求民生

产经营活动的范围，不应当限于第一产业，应当扩展到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发展乡镇企业，有利于促进农村工业化、乡镇城市化，逐

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一一让农民成为拉立的商品生产者，不新提高农业的市场化

程度。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充分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运用竞争机制，促使农韭生产力不断提高，

逐步实现农韭现代住。

一 2 一



一一坚持商手抓的方针，加强求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对农虱，

特黠是对农村干部和党员，经常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在党员、干部中强先勤政为民、廉洁

奉公的意识。在广大农民中树立勤劳致富、珉苦奋斗和富了要为嚣

家为社会多做贡献的良好风尚，不断克服封建题习和小生产思想

的束缚，逐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震与科学文化素质。有组织地

开展建设文明村镇的活动，普遍增进农村的文明程度。

这些经验，源于我E新时期农村变革的实践，体现了邓小平的

农业改革与发展思楚。 18 年来，我 009 亿求民和广大农村于部，在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措导下，从

各自所在地区的实际出发，自觉地贯街执行党中央、吕务院的方针

政策，不断念i造出新鲜活泼的经验，产生了无数激奋人心的生动典

型。我们党和人民一起，用法墨重彩绘制了一幅中国农村变革的伟

大历史画卷。充分展示这幅历史画卷的面貌，介绍农村变革和发展

的先进典型，推广农材变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于人们深化对建

设有中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对于各级党政领导在有关农

村问题上进行正确的指导和决策，对于社会各方蛮和世界了解中

国在村攻革和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为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农业部

共同组成编辑委员会，编墓了这套《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丛书。

这套丛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历

史进程的实录。它反映了新时期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全景，展现

了改革、发展的各个阶在和有关层面，以可靠的事实和典翠的事

例，智步揭示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客现依据。这一历史进程的最

重要、最宝贵的成果，就是找到了实现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

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机遇和希望，民时也存在种种西难和挑战。我

1rJ编篡这套丛书，既主要反映新时期我昌农村变革的 E大成就，也

注意反映存在的窍题和不足;既充分展示农村变革的先进典型字



积极因素，也注意反映滞后领域和滞后自素 z 既着重反映各地区、

各领域普遍发展的一事，也同时反映一些地区和领域发展不平衡

的一亩。我钉相信。丛书的编寨和应版，将会为方兴未艾的农村改

革和发展提供历史的参照系，并且反映某种新的起步点，我们党如

9 亿农民既不会西为过去的成功而圈步自封，也不会因为 E脏的

困难而却步不前。改革将不黯深化，中国农村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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