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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国新咛期的改革是率先从农拧开始的 o 18 年来，这项得到

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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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需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

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每造性地解决中留农民问题的丰

硕成果，是邓小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伟大胜

利。这一胜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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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d产

阶级政党如何正确号i 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特另才是如何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消灭剥削的基础上努力清暗贫盟的问

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有1党在号:导农民这个问题上，走

过曲折的道路，积累了正反西方面的经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

折点，我幻党通过全面拨乱反正，对历史经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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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兴起，并迅猛地推及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即新时期农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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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十分丰富、极为宝贵的经验。

一-农民问题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应当特射重视。我国农

民人口众多，在离家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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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的同盟者，他

们过去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中发挥过主力军作用。现在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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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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婿，不可忽视农民的作用。

一一引导农民致富，是解决农民内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不能花

农民勤劳致富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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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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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防止两极分

化，又必续破暗号平均主义，要九许一部分人先富，一部分人后言，先

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窍富裕。

一一采取什么形式祀农民组织起来，要从实拣出发、从有利于

发展生产力出友，要真正尊重农民的意思，给农民自主权.包括生

产、劳动、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自主权。在解决涉及农民切身利益

的问题时.千万不能违背在民自愿的原期。在改革过程中，哪种形

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

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c 为充

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国家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坟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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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出友，实行适

度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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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经营活动的范围，不应当限于第一产业，应当扩展到第二产业和

第二产业。友展乡镇企业，有利于促进农村工业化、乡镇城市化，逐

步缩小工求差别和城乡差另IL

一一让农民成为社立的商品生产者，不断提高农业的市场化

程度。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友展的客现要求，充分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运用竞争机制，促使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

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a

→一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对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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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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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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尚，不断克服封建陋习和小生产思想

的束缚，逐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有组织地

开展建设文明村镇的活动，普遍增进农村的文明程度。

这些经鞋，源于我国新时期农村支革的实践，体现了邓小平的

农业改革与发展思想。 18 年来，我因 9 亿农民和广大农林干部，在

邓小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从

各自所在地区的实吓出友，自觉地贯彻拭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

政策，不断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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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泣墨重彰绘制了一播中毒农转交萃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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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有中雷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对于各级党政领导在有关农

村;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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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求材改革和发展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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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家农业部

共司组成编辑委员会，编慕了这套《中毒新时却农村的变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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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各个阶段和有关层面，以可靠的事实和典型的事

倒，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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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找到了实现农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

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机遇和希望，同时也存在种种自难和挑战。我

们编慕这套丛书，既主要反映新时期我国在村变革的巨大成就，也

注意反映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既充分展示农村变革的先进典型和

积极因素，也注意反映滞后领域和滞后lf，J素;既着重反映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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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普遍发展的一面，也M 时反块一些地运和领域发展不平衡

的一面。我们相信，丛书的编基和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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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农民既不会西为过去的成功而国步自封，也不会因为面临的

自难而却步不前。改革将不断深化，中国农村的明天将更加美好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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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f7tl

一、《中吕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丛书(以下简称丛书) ，包括中央

卷和地方卷 c地方卷按现在的行政区髦，以省、自治 g 、直辖市为单

位分卷。

二、丛书各卷不排卷序.先定稿者先出艇。

三、丛书各卷梅内容编排大体一致，略有差异 Q 中央卷不收专

题捷连和典主材料。地方卷不选编文鼓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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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引述，并注意保持其原始性。有重要史料钟值的地方性文献，由

各地方卷编辑部提供，牧入中央卷。

由、文革资料一律保持原貌，并按时间先后!领序排列，其中错

字的改正和濡字的增补加口号。部分文献资料的节录以不损害史

料价莹为原则。

五、专题榄述反块在村变革的某一方吉。各地方卷所列专题不

求统一，不求面军俱到 C

六、典主材料包括改革过程典型、改革模式典型、地区典型、单

位典主、企业典主、事件典主、人物典型等等 o 典型的选择，以代表

韭及历史作理与示莲货值为基准。

七、统计表一般按丛书编辑部设计的格式编制，个别卷因靖况

特殊稍有变通。

八、丛书反映 1978 年 12 丹中共十一暑三中全会至 1995 年底

的 17 年词中医在村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变化。中央卷反映中

央的决策及其在全E各地 g 、各方否、各是决贯砌执行的靖况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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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地方卷反块各省、由治区、直辖市贯如执行中央决策的情况和

结果，突出地方的特色和典型性。为了说明改革的历史背景，在综

述、专题概述和典型材料中，简要地款述了人民公社的情况。

九、丛书中的数字用法，统一按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七个部门 1987 年 l 月 1 l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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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度量衡单位，统一按照 1984 年 3 月 4 自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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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有"同志"、"先生"称谓，只书职务，以明身

份〈文献资科捺外)。

十二、注释采用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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