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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10 月 6 日，一次大快人心的

重大行动，貌似波澜不惊地进行。当天

晚上，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

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

施，一举粉碎“四人帮”。

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回忆，10 月 7

日，她的丈夫贺平得知这个消息后，特地

赶到邓小平住处。大家是在紧闭房门、

厕所里放开自来水的状态下，听这个“传

达”的。“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

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他

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

这一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场

伟大革命即将到来。

初心使命新叩问

十年内乱之后，中国这艘巨轮将驶向

何方？

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都心怀期

盼。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的邓小平，也陷入了深深思考。一连串的

叩问，随着这位伟人思考的步步深入而

连连抛出。

1978 年 3 月 10 日，邓小平在出席国

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言时指出：什么

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

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

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

不够吃，28 年只搞了 2300 万吨钢，能叫

社会主义优越性吗？

9 月 16 日，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

时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

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

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

物质生活好一些……”

那 一 年 ，全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仅 有

3679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385

元。布票、粮票、油票……各种生产必需

品的票证是当时短缺经济的真实写照，

街头整齐划一的蓝白灰着装，更反映出

人们物质生活的匮乏。

面对此情此景，邓小平语重心长地

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

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

送。”深深忧思的叩问，字字千钧的回答，

深刻地说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正因为我们党把人民拥护不

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

政策的依据，才能够使改革开放获得不竭

力量。无论环境条件如何变化，无论改革

开放怎样深化，始终不变的是以人民为中

心。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开放在深

深扎根人民中固本浚源、澎湃向前。

拨云见日驱迷雾

思想的闪电，总是走在变革的雷鸣

之前。

1978 年 5 月 11 日，一篇题为《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特约

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文

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

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一石激

起千层浪，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

讨论迅速在全党全社会展开。这场深刻

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正本清源、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坚冰破除，迷雾驱散，一个指引新航

向、开启新航程的转折时刻终于到来。

1978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北京瑞雪纷

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开幕。

此前，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长达 36

天的工作会议。会议围绕真理标准问题

展开了思想交锋，要求重新确立党的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会上，邓

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

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振聋发聩地指

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

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

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

党亡国。”这篇讲话，是解放思想、开辟新

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后来出版的《邓小

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这样一个

注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

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由于有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

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各项议题进行得

顺 理 成 章 ，会 议 只 进 行 了 5 天 即 告 闭

幕。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

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

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

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

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

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

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改革开放正是

在“ 思 想 的 转 弯 ”之 后 实 现“ 历 史 的 转

折”，从在思想迷雾中徘徊前进，到在思

想解放中飞速发展，“中华号”巨轮一路

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弄潮儿向潮头立

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那

个冬天，远在千里之外的安徽省凤阳县

小岗村，18 户农民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

定。他们在一份没有标点符号的“生死

状”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偷偷分田到

户，把属于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民个人去

耕种。这份后来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

革的第一份宣言。

小岗村包干到户，一度争议很大，关

键 时 刻 ，邓 小 平 旗 帜 鲜 明 地 表 示 了 支

持。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

名的农村改革迅速推向全国，充分调动

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许多地方一

年即见成效，粮食产量明显提高。

在借鉴农村改革中扩大生产和经营

自主权经验的基础上，以扩大企业自主权

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在

全国推开。继之，城市改革又逐步推向经

济责任制方向，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渐次

展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也开始进行。

改革由浅入深，艰难跋涉，闯激流，

过险滩，每推进一步，都需要在风浪中

搏击。

阳光总在风雨后。到 1987 年，乡镇

企业产值达到 4764 亿元，第一次超过农

业总产值，带来了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

性变化；全国 80%的国营企业实行了各

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有的企业还

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尝试，给经济发展

增添了新的活力。

回顾这段历程，思想解放的闸门打想解放的闸门打

开了开了，，改革的大潮奔涌而来改革的大潮奔涌而来；；政策政策束缚的

樊笼破除了，改革的活力竞相迸发。波

澜壮阔的改革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

“做改革的弄潮儿”成为那个年代最响亮

的口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就这样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中，

开始一步一步坚定前行。

在改革大潮中，我们党坚持“摸着石

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试点先行和

全面推进相促进，既鼓励大胆试、大胆

闯，又坚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

杀出一条血路来

改革与开放，是“第二次革命”的双

重变奏，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在改

革推进的过程中，对外开放逐步展开。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

国新闻代表团时，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开

放”一词。这次谈话，后来被媒体解读为

“下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

重大决策，是中国对外开放富有特色的

重要形式。

1979 年 4 月，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

会议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

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

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

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市兴办

出口加工区。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设

想，中央对此表示支持。关于如何命名

这几处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邓小平说，

还 是 叫 特 区 好 ，陕 甘 宁 开 始 就 叫 特 区

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

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说干就干，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

生命！7 月 20 日，在当年林则徐、关天培

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炮台下，随着轰鸣的

开山炮隆隆作响，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

地——蛇口工业区诞生了。1980 年，党

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

名为“经济特区”。

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来自四面八

方的特区建设者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以

拓荒牛的精神，大胆地试，勇敢地闯，拼

命地干，将昔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

村，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崭新城市，使之

成为“对外政策的窗口”，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

从小岗破冰到深圳兴涛，我们党既坚

持在立足国情中探索发展道路，又注重在

放眼世界中把握时代潮流，打开国门搞建

设，坚持开放优先，以开放促改革，演绎了

一曲雄浑壮阔的时代交响乐。今日中国之

改革，将以更宽广的视野博采众长；今日中

国之开放，将以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

咬定青山不放松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系列重

大理论问题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其核心

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我们党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理

论创新，敢于直面矛盾问题，科学回答时

代之问，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

开幕词中响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而崭新的命题，凝

结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心血，成

为指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旗帜。

从十二大到十三大，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

推进，迫切需要党对许多问题从理论和实

践上进一步作出明确回答。为此，十三大

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

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

奋斗。概括起来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实践证明，这是党和国家的生

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沿 着 这 条 正 确 路 线 ，锚 定 这 个 鲜

明主题，改革开放的方向越来越清晰，

道 路 越 走 越 宽 广 。 然 而 ，在 改 革 大 潮

中 搏 击 的“ 中 华 号 ”巨 轮 ，不 可 能 总 是

一 帆 风 顺 ，也 会 遭 遇 暗 礁 险 滩 。 面 对

复 杂 国 内 形 势 和 国 际 风 云 变 幻 ，有 人

对 社 会 主 义 前 途 缺 乏 信 心 ，也 有 人 对

改 革 开 放 产 生 怀 疑 ，提 出 姓“ 社 ”还 是

姓“资”的疑问。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 不 动 摇 ，成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必 须 回

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

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改革

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基本路

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我们要在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

进”。这些坚定的话语犹如一股强劲的

东风，驱散了笼罩在神州大地的阴霾，是

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

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40

多年前改革开放启新航，义无反顾劈波斩

浪、勇往直前，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

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

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

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

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

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回首改革开放的壮阔历程，我们党

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前进的道路上，围

绕着“改不改”“往哪改”“怎么改”等重大

问题，我们不断排除各种噪音杂音的干

扰，认识更加一致，回答更加有力，步伐

更加铿锵——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

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引领时代

发展的康庄大道，这条路走得通、走得对、

走得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征程上，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以永远在

路上的执着，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高级研

究员）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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