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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
日驵 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开辟

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新纪元。河北省作为革命老区，于

1949年8月1日，成立省人民政府，比新中国的诞生早两个

月。光阴荏苒，转瞬迎来了建国50华诞。本书就是为纪念建

国5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其目的在于展示50年来京畿大省

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向全省人民送行爱国爱乡教育

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教材，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科研教学单

位进行从政、资政和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翔实的“资料库”，

因此本书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开始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去创建新的生活。50年来，我

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吏性变化，令世人瞩目。河北

省作为伟大祖国的一部分，这50年的变化也是巨大而深刻

的。建国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北省人民卓

有成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并

在此基础上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

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接着，开展了全面的大规模的



基础上，我们的各项事业进行得更加顺利、更富有成效，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阔步前进、兴旺发达，为河北历史写下了

崭新的篇章。

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加上战争的严重破坏，因此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时面临的经

济形势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落后，产量很低；

许多厂矿处于瘫痪状态，生产下降；交通运输不畅。商业流

通极不发达；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贫困和动荡之中。1949

年，全省粮食总产仅469．5万吨，平均亩产53．2公斤，人均

占有粮食152．14公斤；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只有5．54

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比抗战前的1936年下降了

23．7％；公路通车里程仅5310公里，地方铁路通车里程32

公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有8．95亿元。面对上述经济形

势，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全省人民在开展各项民

主改革和建设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国民经济的三年

恢复工作，很快改变了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的面貌。到1952

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29．7亿元，比1949年增长

53．1％；工业总产值达到14．97亿元，比1949年增长1．5倍。

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达到以至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同时，

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年与1949年相

比，公路通车里程增长43．7％；运输部门载货汽车增长

251．1％，货物运输量增长365．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89％。人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全省职工年平均工资由318

元增加到435元。农民生活水平随着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也

有了一定的提高。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后，从1953年起，开始了有

计划的经济建设。经过八个五年计划和“九五”计划前三年

的建设，河北省的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全省国内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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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年均7．8％的速度递增，由1952年的40．5亿元增加到

1998年的4256．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总量规模

扩大了31倍。1952～1978年，虽然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和“文化大革命”的艰难曲折，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

仍达到5．2％。进入新时期后的21年，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1998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

的7．4倍。年均增长10．5％。50年中，后21年比1952～

1978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快5．3个百分点；1998年全省国内

生产总值比改革开放前29年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还多近2000

亿元，在全国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7位上升到第6位。从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看，1952年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

为125元，1978年增至364元，1998年达到6501元；1998

年是1952年的15．7倍、平均增长6．2％，是1978年的5．7

倍、年均增长9．1％。以1980年为基数，1989年实现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翻一番；1996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

1998年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由1995年的13

位上升到ll位：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50年来，河北省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

济文化繁荣的成果，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发生了

显著变化。199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85．6元，

比1978年的298．1元增长16．1倍，年平均增长15．2％，扣

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年平均递增7．1％，比1952～1978年

每年实际增长1．6％快5．5个百分点。1998年全省农民人均

纯收入2405．3元，比1978年增加2291．3元，扣除物价上涨

因素，实际增长3．6倍，年均增长8％。无论是城市和农村，

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改善，总体

上已超越温饱阶段而接近小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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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50年河北省经济的发展，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整个经济实现由农业立省向工业立省，走上工业化

道路的转变。解放初，河北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省，农

业的增加值大大超过工业。1952年，全省农业(包括农林牧

渔业，下同)增加值为25．23亿元，是工业增加值6．78亿元

的3．7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2．8％。1953年起，

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开始了以逐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有计划

的经济建设，使工业增加值稳步上升。到“四五”计划末的

1975年，全省工业增加值达到50．03亿元，与农业增加值

50．66亿元基本持平。“五五”计划的第一年，即1976年开

始，全省工业增加值达到56．03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增加

值，多出10．17亿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标志

着农业立省开始向工业立省转变。从此以后，工业增加值逐

步攀登，1983年突破100亿(达到101．95亿)，1987年突破

200亿(达到231．43亿)，1992年突破500亿(达到517．75

亿)，1995年突破1000亿(1150．49亿)，到1998年达到

1822．05亿，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4256．01亿元的42．8％；

而同期农业增加值低于工业的增长速度，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的比重逐步下降。到1998年农业增加值达790．60亿元，只

相当于工业增加值的43．3％，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6％。

经过50年的努力，我们实现了从农业大省向工业大省的转

变。全省初步形成了机械(汽车)、冶金、化工(医药)、轻

工(食品)、纺织、建材(建筑)等支柱产业，有大中型工业

企业1110家，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828家。国家根据经济效

益好、资产负债率低等条件筛选的512家重点联系企业中，

河北省榜上有名的31家，占6．1％，居全国第5位。当然，

这并不等于河北省已经走完了工业化的道路。综合各方面的

因素分析，全省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正在向后期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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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实现由单一结构向复合结构的

转变。从种植业结构看，建国以后在“以粮为纲”片面经济

指导思想的指导下，加以“缺粮省”造成的压力，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粮食播种面积接近90％，挤掉棉、油作物和

其他作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整了经济指导思想，根据

市场需求，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实现了棉、油、菜等

全面发展。1982年摘掉了“缺粮省”的帽子，1991年实现了

粮食调入省向调出省的历史性转变。到1998年，粮食产量

2917．5万吨、棉花27万吨、油料138．8万吨，分别比1949

年增长5．2倍、1．5倍、4．3倍。特别是蔬菜生产发展很快。

1998年达到3587．8万吨，比1952年增长53．5倍，加工成品

菜出口量达1000多万吨，创汇8200多万美元，鲜菜外销20

多个省、市、自治区，成为全国蔬菜输出大省之一。1998年，

全省粮食、经济作物与其他作物播种面积比重为80．3：11．4：

8．3，其中粮食比重较1978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种植结

构趋予合理。此其一。其二，从大农业的结构看，经过调整，

从农业单一结构转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1998年，

全省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比例为58．8：1．8：36．4：3，与

1980年比农业下降了22．9％。同年，全省肉类总产量404万

吨，牛奶产量56万吨，分别居全国第5、第4位；禽蛋产量

319万吨，居全国首位；水产品产量69．3万吨，比1949年增

长12．8倍；干鲜果产品639万吨，比1949年增长25．6倍，

居全国第2位。其三，从整个农村经济结构看，最突出的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工业为主导的乡镇企业，在人民公社

的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异军突起，为农村工业化开辟了一条

新路。1998年全省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5．3％，拉动全省经济增长近6个百分点；农民来自乡镇企

业收入，人均达960元，占全年纯收入2405元的40％。

V



(三)工业产业结构由重工型向轻工型倾斜，基本实现轻

重工业比例失衡向互相协调发展的转变。河北省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发挥全

省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使省内的冶金、煤炭、建材、

机械等重工业迅速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理论，

生产资料生产(重工业)在一定条件下快于消费资料生产

(轻工业)的增长，是客观经济规律。但由于一度过份强调重

工业优先发展而导致农、轻、重关系失调，影响人民生活的

改善。毛泽东在总结我国工业化的经验特别是“大跃进”中

“以钢为纲”教训的基础上，1959年提出要以农、轻、重为序

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迸一步明确要走通过发展农业、

轻工业使重工业得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

河北省的轻工业开始得到平衡的发展，特别是从“六五”计

划时期起，加大了对轻工业的投入，呈现出轻工业投资比重

上升，重工业投资比重逐步下降的趋势。全省“六五”计划

时期(198l～1985年)轻工业与重工业投资(不舍城镇个人

和农村工业投资)比重分别为16．1：83．9； “七五”时期

(1986～1990年)分别为27．2：72．8；“八五”时期(1991～

1995年)分别为25：75；“九五”前三年(1996～1998年)分

别为30．6：69．4。在轻工业的投资中，以农林牧渔为原料的食

品工业(包括食品加工、制造、饮料)占了相当比重，1981

～1997年共投资118．15亿元，占同期全省总投资的5．3％。

随着投入的增长，河北省轻工业在80年代后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到1998年，全省轻工业固定资产净值达到142．59亿元，

比1978年增长20多倍。同年，完成轻工总产值193．5亿元，

在全国同行业中居第10位，比1997年的第17位上升了7位；

完成工业增加值64．5亿元，居全国第9位；实现利润17．5亿

元。居全国第7位。轻工行业的门类齐全，含盖了一般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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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产业，是全国轻工业大省之一。轻工业中的纺织工业，在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国家在河北石家庄、邯

郸兴建了纺织基地，奠定了纺织工业发展的基础。1979～

1991年，突出印染、针织两个重点，开拓化纤、毛纺、服装

三个行业，共投入基建和技改基金63．4亿元，相当前30年

总投资(8亿元)的7．9倍。从而促进了纺织工业的快速发

展，使之成为河北的支柱产业。到1997年，全省纺织工业总

产值居全国第7位，是全国的纺织大省。1998年河北省轻重

工业总产值之比为：46．5：53．5，大致趋于合理。河北省工业

产业结构由重工型向轻工型倾斜，使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是非

常必要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的高

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局面。不足的是，在消费结构

调整的“七五’’期间，没有抓住通过技术引进发展高技术耐

用消费品产业的机遇，或者只一时抓住(比如彩电)而未能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巩固下来，站稳脚根。这使经济的发展

又受到一定影响。

(四)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上升，实现了“二、

一、三”向“二、三、一”的转变。“第三产业”一词是改革

开放中“引进”的。1985年国务院有关部门，第一次对我国

三次产业做出划分，明确第一产业指农业；第二产业指工业

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是第一、二产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其范

围包括从流通部门到服务行业、从高科技信息咨询到为居民

家庭生活服务，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广阔领域。十一届三中全

会前，河北省第三产业的比重小、水平低(在三次产业的排

位中始终居于第三位)，而且发展缓慢，并出现波动。在全省

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1952年为18．9％，1957

年上升到26％，1978年下降到21％。1981年以后，第三产

业出现稳步上升趋势。到1988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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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6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7％，比历史上最高的

1957年的水平多出4．7个百分点；同时，这一年第三产业的

增加值比第一产业增加值高出53．31亿元，导致三次产业结

构顺序由“二、一、三”转变为“二、三、一”，就是说第三

产业的位次前移到第二位，居第一产业之前和第二产业之后。

1988年以后，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继续上升．

1990年为31．4％，1996年为31．5％，1997年为31．8％，

1998年达到32．4％。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和位次前移，是同

河北省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调整投资结构分不开的。全省

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六五”计划时期分别为11．3

：43．5：45．2；到“七五”改变为6．3：52．1：41．6；“八五”为

5．7：51：43．3；“九五”前两年调整为5．8：46．6：47．6。从而看

出，一、二产业投资比重逐步降低，第三产业投资逐步增长，

超过第一、二产业。这样，不仅带动了全省传统的第三产业，

如商贸、饮食、交通、邮电通信、金融、教育等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而且高新科技、信息咨询、保险、广告、电脑网络、

旅游等新兴产业也迅速兴起，一个门类齐全、各种经济形式

并存的第三产业体系已初步形成。第三产业发达是科技进步、

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类物质和文化生活提高的必然趋势。目

前，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在百分之

六、七十以上，超过第一、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相比较而言，

河北省的差距还很大，潜力也很大，还必须适应为生产和人

民生活服务的需求，加快发展。

(五)经济发展实现“双向开放”，由封闭半封闭型经济

向开放型经济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各种原因，我

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很低，国内的横向经济协作与联合度也

不高。河北省也不例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对

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和河北省“两环开放”战略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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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全省打破了经济上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充分利用国际

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环渤海湾、环京津的区位优

势，推进以“两环”为重点的对外与对内“双向开放”，促进

．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1975年以前，

河北省只是作为外贸的货源区，为天津口岸提供调拨出口货

源。1975年经国家批准，才开设一个河北口岸，自营进出12

业务。当年，全省出口额只有7832万美元。经过23年的发

展，截至1998年，全省由海、陆、空组成的口岸达到6个，

累计进出口总额430．34亿美元，其中出口364．34亿美元，

进口66亿美元。与此同时，利用外资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发展起来。截至1998年，全省实际

利用外资累计达90。6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入资金64．46

亿元，对外借款24．05亿美元；累计建成投产(开业)三资

企业2728家，开工在建企业867家；全省累计同40多个国家

和地区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圊1584份，合同金额

5．8192亿美元，营业额3．4153亿美元，外派劳务2．7831万

人次；在25个国家和地区兴办非贸易性企业55家，协议投

资金额575万美元。目前，全省11个省辖市、121个县(市)

被国家批准全部对外开放，下余17个县也被列为控制开放；

国家级开发区有3个，省级开发区18个。从而形成了以渤海

湾地区为前沿、各类开发区为“窗口”、石家庄等中心城市为

依托的覆盖全省的大开放格局。在对内开放方面，工作重点

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资协作转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大量引

进省外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发展科技合作和产业

联合，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仅1986～1998年，河

北省从省外其引进资金380多亿元，技术合作项目2．6万项，

各类人才13万多人(次)。如今全省已基本形成一个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的“双向开放”新局面，正促进开放型经济

Ⅸ



蓬勃发展。

(六)工农业产品日益丰富，经济总量由求大于供的卖方

市场向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转变。建国以来，河北省同全国

一样，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长期表现为社会总需求

大于总供给。为了满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的需要，多年来曾

采取发证和限制供应的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工农

产品的增加和市场的繁荣，取消了凭证供应。但是在一段时

间里，短缺经济状态并未消除。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需求过

旺、投资饥渴，造成1984～1985年、1987～1988年发生两次

较大的通货膨胀，经过1989～1991年的三年治理整顿，全省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由1989年的18．1％下降到1991年的

2．8％。然而，问题并未根治，以致1993年又开始出现经济

过度扩张，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最高时达到21．4％(1994

年)。由于河北省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宏观调控的

一系列改革政策，结果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

快速增长，到1997年呈现短缺经济向相对过剩经济转变的趋

势，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5％，而物价只增长2．1％。

1998年这种趋势更加鲜明，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

10．7％，物价指数为一2．3％。进入1999年，宏观经济运行

继续出现通货紧缩现象，主要表现在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

续下降。这种情况既表明50年来特别是近21年经济建设取

得的重大成就，即结束了短缺经济，扭转了求大于供的局面；

同时也表明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抑制通货膨

胀转向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刺激经济增长的阶段。

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虽然提出

了改革的任务，并进行了有益探索，但真正全面地、系统地

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是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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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总设计师。在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

导下，21年来河北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这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经过改革，河

北省初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转变，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到

1998年，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有212户完成了规范化的公司

制改造，165户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以面向市场、服务

和搞活企业为主要取向的省级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也已初步

建立起来。

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

出的基本结论。”新中国成立后50年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经

验，完全证明了邓小平同志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我们的胜利，

集中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

践结合”的胜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当代马克

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胜利。我们的胜利，也雄辩地证明

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50年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尽管遇到过

不少困难、挫折以至失败，但是这些都是在探索“走自己的

路”的过程中发生的，不付出这样的“学费”，就难以找到一

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难以带来今天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们充满着豪情和自信。按照河

北省制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t第一步．

到200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以1980年为基数，确保翻三

番，达到438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半，达到6400

元；基本消除贫困，城乡居民收入显著增长，人民生活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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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到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按可

比价格比2000年再翻一番，力争翻一番半；大部分地区人民

生活达到宽裕型小康水平；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进入全国前10

位，建成经济强省，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建成富裕、民主、文

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北打下基础。我们坚信，河北省的各

级党委、政府一定能够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和基本纲领，贯彻全省的科教兴冀、两环开放带动和可

持续发展三大主体战略，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勇往直前，

战胜困难，去迎接新世纪，完成新任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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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京畿雄风创燕赵辉煌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叶连松

河北省人民政府省长钮茂生

今年是我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共和国将

迎来50周年大庆。在喜迎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欢庆日

子里，回顾河北在党的英明领导下走过的光辉历程，对

于动员和鼓舞全省人民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实现

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50年来，河北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样，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20年来，河北人民在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

集体的坚强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发

展是硬道理不动摇，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团结奋斗，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

的面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综合经济

实力显著增强，1998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4256亿元，

比1952年增长31倍，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增

长7．4倍；全省已于1994年提前6年实现了从1981年

起到本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农业基

础地位不断加强，1998年粮食总产达291．75亿公斤，



创历史最高水平。工业经济稳步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冶

金、化工(医药)、机械、建材、食品为支柱产业，具

有地方特色的工业经济体系，1998年全省工业增加值完

成1822亿元，比1952年增长144倍。以国有企业改革

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迈出较大步伐。以“环京津、环渤海”为重点的

全方位开放格局开始形成。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有

了较大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日益提高。

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项社会事业也都取得

了显著成绩。

回首50年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

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 50年的发展历程给我们许多深

刻的启示：

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5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党

的领导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时刻做到在

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必须坚持

用邓小平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工作，这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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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证。

二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

理不动摇。50年的实践反复昭示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不动摇，首要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说到底就是坚持发展是硬

道理不动摇。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要

牢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加清醒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坚持把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放

在依靠自己的发展上来，做到不徘徊、不动摇、不放

松；坚持把发展的意识树得更牢，把发展的措施抓得更

实，把发展的工作做得更好。

三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

和更快发展。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必须在坚持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要求，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把改革开放引

向深入，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更大发展。要面对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科学技术迅猛

发展的新形势，坚定信心，知难而进，加快对外开放的

步伐，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以更加积极的

姿态参与国际竞争，极大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确保

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是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在加快改革发展申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我们必须始终坚

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

统一起来，既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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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努力化解影响改革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当前，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必然会产生许

多新矛盾，遇到许多新问题。我们必须切实保持高度的

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持带着感情做好群众工

作，切实解决好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把各种

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坚定不移地相信

和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和保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从群众中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五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

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要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以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

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动摇，大力宣传马克

思主义唯物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

文化素质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们坚信，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在以

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全省人

民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能够把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

新河北带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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