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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艰辛与辉煌(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编著者匡洪治。

围绕着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
了艰难的探索实践。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具创
造性、最有价值、最为精彩的一笔，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确立，经历了从初创到形成再到完善的三个阶段。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确立，也经历了从探索、实践到较为成熟的过程。
本书对新中国成立以后60年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过程，进行了
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
对于我们坚定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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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匡洪治，1955年3月生，河北省东光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
1971年12月参加工作，198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东光县胡集公社资料员、县海河指挥部通讯员，沧州日报社记者、白年纪；沧州地委办公室正科
级秘书，办公室副主任，2008年3月至今，任沧州市政府党组书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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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选择—序《艰辛与辉煌：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
引言
第一章 上下求索(1921-1949年)
一、理论纲领的提出
二、理论纲领的形成
第二章 日出东方(1949-1952年)
一、经济建设的里程碑  
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对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贡献
第三章 悄然变化(1952-1956年)
一、毛泽东、刘少奇围绕发展农业合作社发生的分歧和争论
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已不可逆转
三、“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
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五、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四章 改弦易辙(1956-1958年)
一、“三面红旗”：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
二、冒进与“反冒进”
三、世纪荒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四、“钢铁元帅升帐”--工业大跃进的神话
五、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化运动
六、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原因探析  
第五章 时局艰难(1959-1961年)
一、一位资深记者的亲历倾诉  
二、一份令人痛心的调查报告
三、难以置信的桩桩事件
四、开始纠“左”
五、“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
六、痛定思痛，追根究底
第六章 壮士断腕(1961-1963年)
一、纠正“共产风”
二、“七千人大会”前后
三、“断腕”甚至“断臂
四、包产到户--场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争论
第七章 悉心毕力(1963-1966年)
一、“四清”运动本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
三、全国学解放军运动
四、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第八章 十年浩劫(1966-1976年)
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是追求用何种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
二、毛泽东没有放弃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三、“幻灭”与思考
四、春风第一枝
五、毛泽东：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第九章 曙光初显(1976-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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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理标准大讨论
二、小平复出-
三、“新时期”的先声
四、伟大历史转折的里程碑
五、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
六、新的“跃进”
第十章 革故鼎新(1979-1992年)
一、在希望的田野上
二、对内搞活
三、对外开放
四、理论探索  
第十一章 强国之制(1992-2002年)
一、“春江水暖鸭先知”
二、姓“社”姓“资”？

三、“市场经济体制”写进了宪法
四、改革在各个经济领域深化
五、加入世贸组织
第十二章 科学发展(2003-2010年)
一、纷纭复杂的社会矛盾
二、“三个代表”
三、“以人为本”
四、终结二千六百年的“皇粮国税”
五、西部大开发
六、全新的拓展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姓“社”
八、影响世界的政体模式
第十三章 应对挑战(2011一)
一、要妥善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
二、要在职能转变的情况下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
三、要找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最佳融合模式
四、要在社会分配中实现公平公正
五、要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
六、要在利益多元的情况下重建社会和谐的新机制
七、要在体制上构建起遏制腐败泛滥的堤防
八、要在推进全面小康建设中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九、要在“两难”诸多的现实环境中努力做到决策正确，从容应对
十、要在矛盾凸显期做到化解及时，处置得当
十一、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解决好道德缺失的问题
十二、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促进和谐稳定
十三、要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引领民族振兴
十四、要在遵循韬光养晦战略思维中，确保经济发展的国家安全环境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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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鉴于此，1955年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提出在目前的
形势下，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
在基本完成发展计划的地方，应该停止发展，离原计划尚远的地方，要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
原计划过高的地方，可适当收缩。
但是，由于合作社运动的巨大惯性，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党的高层领导（包括省、市、区领导）了解毛
泽东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通知》下达后并没有得到深入贯彻，各地合作社数量仍在猛增，4月间
达到67万个社。
　　此时的毛泽东，面对农村合作化运动出现的问题，也认为有必要适当加以控制。
大约2月间，毛泽东找邓子恢作了一次谈话。
毛泽东说，5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
到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50%。
邓子恢当时感到有些惊讶，因为在这之前，他曾主持对发展过快的农业合作社进行过一次整顿，结果
导致了毛泽东的批评，说他是&ldquo;言不及义&rdquo;（即言不及社会主义）。
这次毛泽东把发展速度压得这么低，不敢贸然接受，便说50%的设想还是合适的，并阐述了能够完成
的理由。
毛泽东仍不同意，主张合作化要放慢，邓子恢表示到秋后停卞来，毛泽东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
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几天后，毛泽东又一次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
当汇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ldquo;方针是&lsquo;三字经&rsquo;，叫一日停，
二日缩，三日发。
&rdquo;他与邓子恢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华北、东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
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7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了《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
的通知》，强调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0万个，完成了预定的计划。
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
《通知》指出，在大发展之后，进行整顿巩固工作，社数和户数有合理减少是必要的。
有些地方怕数字减少，百分比下降，就不敢贯彻自愿原则，这是不对的，应该改变。
4月21日至5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央委托，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指出当下合作
社的工作方针：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秋后看情况而定。
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主观力量的，要适当收缩，办好互助组，照顾个体农民。
　　随之，各地广泛开展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
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当年7月26日编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的简情》统计，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贯彻&ldquo;停、缩、发&rdquo;方针后，原有的67万个社中，有65万个巩固下来了。
&ldquo;缩&rdquo;的有：浙江1.5 万个，河北7000个，山东4000个。
其他省份无大变动，有的还有所增加。
　　就在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原来主张和赞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整顿的毛
泽东，态度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但不应停止发展，反而应该加快发展。
　　促使毛泽东改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的原因，见诸公开发表的材料还不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毛泽东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符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内心里急于求
成。
而1955年4月下旬毛泽东的一次外出巡视工作，是他对农村形势认识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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