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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株洲社会主义时期历史资料丛书〉

总序

中共株洲市委书记 琼君文

中共株洲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群

中自共产党 60 年的执政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30 余

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部无照千秋的、充分体现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现的教科书。

株洲，这个昔目的小镇，南今的现代中等城市，所走过的

道路，所发生的深刻变革，是新中国沧海桑田巨变的一个缩

影，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的真实写黑。

国民党执政时期，有识之士也曾对株棋优越的地理、交通

条件颇为关注，在这里作过建设"东方鲁尔区"的努力，但好梦

难匾。新中国成立时，株洲仍然只是一个 7∞0 人口、凡间小作

坊和小铺苗、一穷二白的小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

五"、"二五"计划时期，株如被列入全国 8 个新建的重点工业

城市之一，一大批重点项吕来株苦苦选址建厂，撤起了前庚未

有的工业建设大潮，填补国内空白的航空发动机、电力机车

等薪产品相继问世。同时，株洲的基础没跑、公共设施和撞方

中小企业也黯之发展起来。

1956 年，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础上，全市完成了对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实

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变。

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为株洲工业化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虽遭受过挫

折，出现过失误，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社会总产谊和国

民牧入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到 1965 年，全市拐

步形成了以大中型企鱼为主、地方中小型企业为辅的工业格

局，基本上奠定了株褂|在全省乃至全屋的工业地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居三中全会以

后，株苦苦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株洲率

先开震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面拨乱反正，不断破解前

进道路上的难题，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持大战略转

移。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农村改革到城

市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从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

体制玫革到政治体制改革，株洲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有实践，

改革开放的大潮波澜壮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

立，株攒的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鼓三十周年之际，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909.5

亿元，财政收人 82.1 亿元，株洲市在全国 219 个地级以上城

市的综合实力居第 56 位，居中部六省非省会城市之苦。

中盟共产党在株洲 ω年的执政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株洲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始

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震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共株辨|社会主义时期历史资料丛书》对 1949 年以来

捺洲政治、经济、文化

集、整理、编寨，将地方党史与市情研究融为一体，以全国总结

其中的基本历程、基本成就、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对于存史、

资政、育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虽然株洲 60 年的发展道路不是一帆风额的，但是历史证

明:不管什么回难和挫折，都眶挡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株洲

人民前进的步伐。面对新的缸程，菌绕"保二争一，科学跨越"

战略目标，扭住建设"资摞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历史机

遇，加速撞进株割薪型工业化，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基础

工作，并结合一系列重大现实课题，研究和总结我们的实践经

验，担握前进的方向，不断改革刽薪，坚定不移地走中自特色

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株洲一定能创造光辉她烂的未来。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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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株源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党委书记、局长

唐群篆

国庆 60周年的欢乐气氛犹在，雄伟壮雨的株洲广播电视

中心大楼竣工技人使用的喜庆时刻，<栋洲传媒史话H<株洲

广播电视发展史})付梓问世了!这是株洲广播电视系统的又

一件大事、喜事，更是株测广电人的共同期盼和一份难得的

精神大餐，可喜可贺!

《株洲传媒史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AA!.点和方法，以写实的手法，平实的语言，客观地介绍了解放

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株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汇集

了大量的史实和资料，耳现了发展前丰硕成果，总结了基本

的经验教训，探求了广播电视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推进广播

电视事业继续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货值，堪称一本资

政育人的好教材。希望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认真阅读，倍予

珍视。

广播电视是程代化的宣传工具，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平台。近 60 年，特剧是改革开

放 30 年来，在中共株洲市委、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几

代广电人的艰苦努力下，株洲广播电视事业获得了长足的进



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的探索和经验尤为宝贵，集

中体现了广电人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尽职尽责、无私奉献的

时代精神 O 借此机会，谨向全市广电工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研究历史，总结经撞，是为了开创未来。广播电视事业的

发震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让我们紧紧抓住"建设两型社会"、

"中部崛起"、"振兴老工业基地"、"长株潭一体化"等难得的历

史就遇，全面落实科学发展现，注重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词，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在更高平台、更高水

平、更高层次推动株溯广播电视事业科学跨越发展，继续开创

新局面，书写新辉煌!

20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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