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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新中国在经济上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业化基础极为薄弱。对内，需要尽快医治长期

战乱造成的经济创伤，快速恢复生产，构建社会新秩序；对外，需要应对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针对中国

的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

记者｜陈　冰

构建社会新秩序，建设美好大家园

共和国建立之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面临的崭新课题。

新中国在经济上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业化

基础极为薄弱。以总产量比较，中国与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水平的差距至少在 100 年以上。对内，需要尽快医治长期

战乱造成的经济创伤，快速恢复生产，构建社会新秩序；对外，

需要应对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针对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制裁

和军事封锁。

从 1956 年到 1966 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

的 10 年。新中国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

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

在这个时期开始布局的。

1964 年 10 月，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打破了

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

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教育卫生事业成就可观。全国

城乡卫生医疗网基本形成，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

血吸虫病、疟疾、鼠疫等疾病，或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

这 10 年间，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和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需要的专门人才，其中大部分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改革开放前的艰辛探索及各方

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

“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

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

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在这期间，各族人民意

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

模范人物，抒写了无数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培育和铸成了跨

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

建起国家安全堡垒

新中国成立后，尽快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成为经济建设

的首要任务。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并借鉴苏联的经验，党中

东方红一号卫星。 1956年 7月 13日，在长春一汽崭新的总装线上，装配出了第一辆解放牌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