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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海，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三十五年来，在党的领

导下，在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块七十二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十五年前，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封建的、宗法的、封闭式的社

会，经济极端落后，文化十分贫困，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唐朝诗人柳中庸"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石责里本无春"的诗句，

仍然是对解放前夕的青海的真实描绘。

解放后，青海在一穷二白的困难条件下迅速发展。在前进的

路上，青海的工作有过失误，受过挫折，走过弯路。但是，党

和人民一起，以伟大革命者的无私无畏的胸怀和气魄，通过纠正

失误，总结经验，继续前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青海各族人民积极响应胡耀邦同志"立下愚公志，开拓青海省"

的伟大号召，以开拓青海，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大道上阔步前进，迈出了新的步伐。

为了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更好地激励人民前进，在欢庆建

国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请各地区、各部门撰写了建设成就的

专文，现在，把它汇编成书，定名为《青海三十五年》。从这本

书中，读者可以了解青海的过去，可以看到青海的今天，更重要

的是，它将向你展示青海美好的未来。

白于我们水平比较低，加之对各条战线的情况不很熟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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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工作中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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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三十五年的光辉成就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一九四九年九月，西宁获得解放，青海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各族劳动人民终于从苦难的深渊中挣脱出来。从此，跨进了人民

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踏上了光明、美好的前程。

三十五年来，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国家和兄弟省、市、区的大力支

援下，同心同德，艰苦创业，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革，取得了民

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国民经济和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医治"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

的创伤，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各项建设

事业蓬勃向前，进入了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全省城乡到处呈现一

派安寇团结、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胜利实现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青海占全国总面积的十三分之一，幅员辽阔，有着丰富的水

力资源、矿产资源和动植物资掘，具有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但在

解放前的渔民岁月里，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经济结

构，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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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水平很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解放后，短短三年时间，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

的恢复工作，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债务，消灭了人剥

削人的制度，使广大农民成了自己土地和劳动果实的主人，农村

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接着逐步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八年，

在完成牧区民主革命的同时，完成了畜牧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

会主义改造。至此，全省范围内基本上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

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

提下，还允许某些个体经济的存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主中全会

以来，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个体经济又有了新的

发展。现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百分之

九十九点九六，个体经济占百分之零点零四F 在社会商品零售额

中，公有制占百分之九十二，个体占百分之四点二，农民对非农

业居民零售额占百分之三点八.到一九八三年，工农业总产值达

到二十三点三一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八点七倍。在工农业总

产值中，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分别

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七、百分之十点七和百分之一点

九，发展成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和百分之三

十五点六。这表明青海的国民经济结构正朝着合理、协调发展的

方向前进。

二、大力发展了农牧业生产，

农村牧区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

三卡五年来，我省农业生产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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