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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华，红色上海第一编

超过 30%，而物价指数同期仅上涨 9.5%，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

额增长 3 倍多，老上海人闻之色变的‘如狼似虎’的恶性通货

膨胀一去不复返，仅此一点，共产党‘说到做到’的作风，让

上海人心服口服。”无独有偶，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与麦克法

夸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也评价道，

“一五”计划是令人吃惊的成功，人均增长率6.5%，按此速度，

中国国民收入每 11 年将翻一番。反观另一个大陆型的农业经济

国印度，最初经济条件与中国相似，可它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

人均增长率还不足 2%。“一五”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初步

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为其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而，“一五”计划也被称为“新

中国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

正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关乎切身利益与追求，人民也以百倍

热情投身建设洪流。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发明和改进“万

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三年的劳动定额。大同煤矿工人马六孩

和工友们创造出一套巷道快速掘进法，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青岛青年女工郝建秀的细纱工作法在纺织系统全面推广，各地

棉纺厂不断刷新生产纪录。上海新利丰纱厂女工王桂英，解放

前就患上子宫癌，没钱医治，自己省吃俭用只为攒下买棺材钱，

而新社会让她享受劳动保险，进医院把病治好了，还拿到津贴，

她说：“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

感谢人民政府！”而她身边的广大工友强烈要求接受党组织考

验，让“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国防大学

教授徐焰还提到，哪怕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最可爱的人”

志愿军将士们也千方百计厉行节约，为建设省下每一分钱。“历

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几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消耗40万发炮弹，

可中国炮兵的脑海里总记得‘一发炮弹相当于一个中农的家当’，

尽可能让每一发炮弹打出威力，而坚守前沿的步兵也尽量用国

产廉价的木柄手榴弹作战，放弃使用昂贵的苏制 RPG-43 式反

坦克手雷。”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和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

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到1956年，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其他基本

制度在中国大地逐步建立起来了，它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

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规定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走社会主义

道路，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中华民族历史

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

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疾风知劲草

和任何开拓性事业都难免出现曲折和失误一样，新中国成

立头三十年间，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取得伟大成

就，也出现曲折失误，尤其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发生的

“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党和人民

同左倾错误特别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从未停止，

由于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

定程度限制，并最终纠正了这个错误。德国《青年世界报》指出，

中国共产党一大特点是不诿过、不贰过，通过公开的讨论真正

总结了自己的历史，探究发生错误的原因，“公开承认错误、

揭示发生错误的原因、形成错误的条件、分析、仔细检查纠正

错误的方法——这是一个严肃的政党的特征”。

“即便受到政治冲击，蒙受不公正待遇，但广大党员从未

动摇自己的理想信念，”李红告诉笔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贵，

1956年以后，通过裁、并、改、合，上海纺织工业面貌有很大改观。图为纺织工

人在交流生产经验。图片提供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