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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1 2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遵义视察农村坡改梯工程 ， 与农民

一起挥锄劳动 。 (王正雄摄 )



罗甸县大关村，原是一

个乱石林立 、 水源、奇缺的穷

山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大关村人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劈开千年古石

抠出万年沃土，在磷崎乱石

中建成旱涝保收的粮田，解

决了当地群众的温饱问题，

在麻山地区率先脱贫，用辛

勤的汗水，写出了人定胜天

的诗篇。

上图为村民劈石造田情景 。

中图为村民造出 的"三保"田。

下图为村民开凿的蓄水塘。



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贵州在农 、 林 、 牧

业和乡镇企业方面与国

际上开展了经济 、 技术

交流合作。省农业厅与

新西兰合作，在独山县

建立了"贵州省独山牧

草繁殖场繁殖优质

牧草，发展畜牧业。图

为牧草繁殖场喂养的羊

群。 王正雄 才是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

原支撑的省，全省拔地

地的绝大部分。为防止

地跑土、跑水 、 跑肥，

年来全省开展大规模的

改梯土活动，并取得巨

绩。上图为黎平县德

"坡改梯'现场 。 中图为

为全省优质工程的盘县

淤泥彝族乡双龙村"坡E

工程。

(六盘水市委党史研究室f



贵州省贫困县

一的普定，认真贯

执行省委 、 省政府

教兴黔方针，十分

视普及教育，走到

县境 内 的村村寨

'最好的房子是学

。这是马关镇号云

在县里的资助下，

民集资办起的号云

学 。

陈听怀 4是

施 秉 县牛大场

老渡桥村在经济发

的基础 上 ，投资兴

教育和改善村 民福和

上图为村建的 E 星

视差转站及、苦、 t号院

下图为村办 时 、 小

教学楼。

英采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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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万农民普通支持的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给中国农村带

来了房史性的巨大变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网中

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丰

硕成果，是邱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拉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伟大胜

利。这一胜利，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正确回答了农民

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国家在完成民主革命后，元，产

阶级政党如何正确引导农民走社合主义道路的问题，特别是如何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消灭剥削的基础上努力消除贫困的问

题。

中华人民共和罔建立以来，我们党在引导农民这个问题上，走

过甜挤的道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十一届五中全会为转

折点，我们党通过全面拨乱反正，时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

实事求是的总结，全党认识边步统一，思想得到解坡。农村改革勃

然兴起，并地猛地，雄及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r新时期农村改

革和发展的实践，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进

展，锅造了十分丰富、极为宝贵的经验。

一一农民问题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应当特别重视。我国农

民人口众多，在国家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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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又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他

们过去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中发挥过主力军作用。现在我们

进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闰样不可忽视这一基本国

情，不可忽视农民动作用。

一一引导农民致富，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不能把

农民勤劳致富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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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要求实现，共同富裕。达到共同富格要

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走向共需富裕的过程中，既要防止两极分

化，又必须破除平均主义，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一部分人后富，先

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一采取什么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从实际出发、从有科于

发展生产力出友，要真正尊重农民的意愿，给农民自主权，包括生

产、劳动、经营、管理等多方岳的自主权。在解决涉及农民切身利益

的问题时，千万不能违背农民自恶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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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

取哪种影式 z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影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为充

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国家要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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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经营体制要长期稳

定，并不断发展、完善。要支持和鼓励农民从实际'请况，出友，实行适

度去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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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一一一走农工商综合经营道路，鼓励农民发展乡镇企业。农民生

产经营活动的花圈，不应当限于第一产业，应当扩展到第二产业和

第二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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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让农民成为拉立的商品生产者，不断提高农泣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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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资涯的基础性作用，远房竞争机制，促使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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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一一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对农民，

特别是对农村干部和党员，经常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爱吕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在党员、干部中强化勤政为民、廉洁

奉公的意识。在广大农民中树立勤劳致富、艰苦奋斗和富了要为国

家为社会多做贡献的良好风尚，不断克鼠封建陆习和小生产思想

的束缚，3.是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有组织地

开展建设立确村镇的活动，普遍增进农村的文明程度。

这些经验，源、于我国新时期农村变革的实践，体现了邓小平的

农业改革与发展思想。 18 年来，我国 9 亿农民和广大农村干部，在

邓小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捂导下，从

各自所在地区的实际出友，自觉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

政策，不断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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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浓墨重彩绘制了一幅中国农林支革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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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农村变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于人们深化对建

设有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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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各方面和世界了解中

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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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家农业部

共司组成编辑委员会，编慕了这套《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丛书 e

这套丛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吕农村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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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各个阶段和有关层岳，以可靠的事实和典型的事

例，初步揭示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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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道路充满权，逼和希望，同时也存在种种困难和挑战。我

们编慕这套丛书，就主要反块新时期我国农村变革的巨大成就，也



注意反映存在的问题和不足z 既充分展示农村变革的先进典型和

积提因素，也注意反映滞后领域和滞后因素 F既着重反映各地区、

各领域普遍发展的一岳，也，雨时反映一些地区和领域发展不平衡

的一岳。我们和信，丛书的编暴和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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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和

9 亿农民既不会因为过去的成功品菌步自封，也不会因为面格的

困雄丙却步不前。改革将不断深化，中国农村的萌天将更加美好!

4 一

《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

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6 年 12 月



凡倒

一、《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丛书(以下需称丛书) ，包括中

央卷和地方卷。地方卷按现在的行政军划，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

单位分卷。

二、丛书各卷不排卷序，先定稿者先出版。

三、丛书各卷的内容编排大体一致，略有差异。中央卷不收专

题概述和典型材料。地方卷不选编文献资料，重要文献资料的主要

内容或要点，在各地方卷的综述、专题概述、典型材料、大事记中加

以军述，并注意保持其原始性。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地方性文献，由

各地方卷编辑部提供， L投入中央卷。

由、文章走资料一律保持原貌，并按时间先后艘序排列，其中错

字的改正和漏字的增补加口号。部分文献资料的节录以不损害史

料价值为原则。，

五、专题概述反映农村变兰的某一方面。各地方卷所到专题不

求统一，不求茵茵俱至tl 0 

六、典主i材料包括改革过程典型、改革模式典型、地区典型、单

位典型、企业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典墨等等。典型的选择，以代表

性及历史作用与示范价值为基准。

七、统计表一般按丛书编辑部设计的格式编制，个别卷自情况

特殊稍有变通。

八、丛书反映 1978 年 12 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1995 年j髦

的 17 年向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变化。中央卷反映中

一- 1 •-



央的决策及其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各层次贯彻执行的情况和结

果。地方卷反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贯街拭行中央决策的情况和

结果，突出地方的特色和典型性。为了说晓改革的历史背景，在综

述、专题概述和典型材料中，需要地叙述了人民公社的情况。

九、丛书中的数字用法，统一按照理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七个部门 1987 年 lfJ 1 S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执行〈文献资料除外λ

十、度量衡单位，统一按照 1984 年 3 月 4 日旗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书写(文献资料除外)。

十一、人物一律不使用"同志"、"先生"称谓，只书职务，!;Z明身

份(文献资料除外)。

十二、注释采用脚注。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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