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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在中央工作会

议上正式传达，但有很多人得知了谈
话的精神。与此同时，会上也发生了
一件事情。11月27日，一位同志发
言，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提出不同看
法，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
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
的问题，不赞成已见诸多种报刊的

“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
信”等口号。他的发言在简报上登出
后，遭到与会者的批评，掀起轩然大
波。

11月 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正式表态
后，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部门负
责人认为再也顶不下去了，只好出来
表态。他们在发言中仍然坚持“两个
凡是”的立场，为自己辩护。

这也引起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不
满，纷纷发言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
和帮助。

许多与会者还指出：我们不能把
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维护毛主席
的旗帜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此来为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辩护。要把
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解决“文化大革
命”的遗留问题统一起来，在肯定毛
主席的伟大功绩的前提下去处理遗留
问题。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原
则，只能增添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在大多数与会者的批评帮助下，
一些曾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
人先后有了转变，一些坚持“两个凡
是”的人作了自我批评。

(五）关于改革开放问题
这次会议使会前关于改革开放的

酿酿进一步具体化，正式作出改革开
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对经
济体制改革的讨论，其深度和广度比
起政治和思想领域来说相对要弱一
些。这一方面与当时的认识水平有
关，另一方面与没有来得及认真讨论
有关。

(六）关于组织问题
在华国锋宣布的会议议题中，没

有人事问题，但随着与会者的注意力
集中到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讨
论，陆续揭发出个别中央领导人和部
门负责人的错误。这样，人们自然地
想到了人事调整问题。

与此同时，中央领导层也在考虑
这个问题。鉴于与会者的注意力仍集
中在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错误上
面，邓小平及时地给以明确的引导。

11月 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
取各组召集人汇报。邓小平说：现在
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
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
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
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
意，也看这个大局。12月 1日，邓
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中
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
第一书记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邓
小平再次指出：中央的人事问题，
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现有的
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
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
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文化大革

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在以后

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赞成只加人、
不减人的方针，各组提名的人选也比
较集中起来。12月11日，会议秘书
组还印发了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关于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请示
报告》及《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
案）》。12月12日，各组讨论了《中
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在作
个别增补后，基本上同意了这个名
单。

(七）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
导方针问题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
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不仅
引导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和方向，
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正确的
指导方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上没有再发表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
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
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具有伟大
转折意义的会议，起了关键的主导性
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
1978年12月18日晚，十一届三中全
会举行开幕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
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
念、汪东兴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中
央委员 169 人，候补中央委员 112
人。

由于会期较短，开幕会后，各组
采取了集中时间阅读文件的办法。随
后，各组进行了讨论。分组讨论的内
容，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参加
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以发言等形
式向未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介绍情
况；二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发表
意见，对全会要增补的中央委员，中
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发
表意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发表意见；三是同中央工作会议一
样，对工作重点转移、“两个凡是”、
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康生
的错误等问题发表意见。还有一项内
容，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
提出修改意见。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赞扬
几天前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
功。认为会议真正恢复和发扬了毛泽
东生前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
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自始至终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相信中央工作会议的好会风，定
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扬光大，使
这次全会在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精
神的指引下，取得更大的成果。

与会者讨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
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业问题两
个文件、1979和1980两年经济计划
的安排、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健全民主与法
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
并建议以中央全会的名义作出郑重的

决定。
对农业问题两个文件，不少人提

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讨论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候选人时，各组同意中央
政治局的意见，并建议增加王建安为
候选人。

12月 22日，各组讨论了 《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公报》（1978 年 12 月 21 日
稿）。公报此前经过三次修改，终于
在全会闭幕的最后一天，送到与会者
的手中。与会者经过讨论，提出了一
些修改意见。

12月 22日晚，十一届三中全会
举行闭幕会。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
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出席
会议。华国锋主持了会议。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
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
行草案）》。并确定这两个文件先传
达到县级，广泛征求意见，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集中修改意见，报中央
定稿后，由中央正式发文件。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一九七九、
一九八O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这
个文件由国务院正式下达，并确定传
达范围。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
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公报》。中央政治局根据大家提出的
意见，再作些修改，然后在12月24
日发表。

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
席；选举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人
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黄克诚、宋
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
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为
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
认。

全会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
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
袁任远、章蕴（女）、郭述申、马国
瑞、李一氓、魏文伯、张策等11人
为副书记，并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常务委员和委员85人。宣布选举
结果后，陈云发表了讲话。

【安徽农村改革】

1977年，万里主政安徽，看了两

户农民后，已是泪流满面。

安徽省委《六条》拉开农村改革序

幕。

小岗村20户农民秘密开会商议，

决定瞒上不瞒下，实行包干到户。

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

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
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安徽率先在农村推行了
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这是个曲折而艰辛的探索
过程，同时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安徽农村改革：看到安徽农村的
惨状，万里深感愧疚

1977年 6月 21日，党中央委派
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分别担任安徽
省委第一、二、三书记。当时，“四
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他们推动的

“左”倾政策，在安徽基本上没有触
动。万里等人到任后，雷厉风行，大
刀阔斧，采取果断措施排除了派性干
扰，很快揭开了被“四人帮”代理人
捂了八个月的盖子，初步调整了县以
上各级领导班子。

“四人帮”在农村推行“左”倾
政策，安徽是重灾区。“文化大革
命”十年，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
200亿斤左右，农民人均年收入60元
上下，由于价格的因素，农民实际生
活水平下降了30%。根据当时测算，
农民每人每年最低生活费用大约需要
100多元。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其
中只有10%左右的队勉强维持温饱；
67%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20%
左右。这些数字说明，全省有将近
90%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10%的
队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强迫命令、瞎指挥的现象是相当
普遍的，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愤慨。定
远县耕地面积160多万亩，按照实际
情况只能种80万亩水稻，“四人帮”
在安徽的代理人却强行规定要种150
万亩，结果有20多万亩无收，有收
的产量也很低。芜湖县易太公社追求
形式主义，打破原有生产队体制，打
破各队土地界限，打乱水系，把集体
的粮、款、物等全部重新分配。新划
的生产队要做到四个一样，即土地一
样，人口一样，村庄大小一样，水利
工程兴办一样。公社还规定，凡是妨
碍规划实施的树木要砍掉、村庄要移
址、房屋要拆迁、沟塘要填平、道路
要重修。社员看到这种情形愤怒地
说：“这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不少
人含泪离乡背井。由于严重强迫命
令、瞎指挥，全社粮食减产 592 万
斤，有的大队人均收入由1976年的
70元下降到38元。

1977年 11月上旬，万里到金寨
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
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
见锅灶旁边草堆里，坐着一位老人和
两个姑娘，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
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
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
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
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
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
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
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
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
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
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
人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
穿，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
锅边暖和些。”（未完待续）

来源：李颖 著 《细节的力
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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