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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3册经济卷)》通过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和回忆，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
以来的风雨历程，从不同侧面揭示党史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貌，提供了加强党史研究和党史
教育的新资料、新视角。
编撰者权威，口述者角色重要，内容系统全面，具有非同寻常的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和价值。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3册经济卷)》(作者文世芳)记述的重要经济事件有：接管北平财经工作
、接管上海纺织业、新中国工业起步、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三年困难时期、余秋
里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彭德怀在三线、《工业二十条》起草始末、安徽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前前后后、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和宝钢建设、深圳特区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
放之初的打击走私、彭真与《工业企业法》的起草、关贸总协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
1994年前后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长江三峡工程、建设青藏铁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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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良乡后，中央、华北局从各地区调派的干部已经陆续报到。
截至12 月底，约到1000余人。
到1949年1月底，已近2800人。
干部的来源，大体上 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央调来的，大多数是领导干部；二是从华北局机关和 冀中
、北岳、冀南来的，其中除部分是领导干部外，大多数是中下层骨干 ；三是华北局城工部刘仁从平、
津动员来的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工人和 知识分子，他们熟悉城市，了解平、津情况。
 物资接管委员会经过军管会批准，正式成立。
委员名单，除叶、苏、 戎三人外，还有王诤、刘建章、童陆生、徐驰、张云天、赵介、韩克宁、 石
金奎、程宏毅、赵子尚、李公侠。
物资接管委员会下设5个部，部下又分 设若干处。
①财经接管部，部长由我兼，下面有财政接管处，处长赵子尚 ，副处长彭涛；金融接管处，处长张云
天，副处长贾星五、殷玉昆、秦炎 ；企业接管处，处长徐驰；贸易接管处和城市供应指导处，处长赵
介，副 处长彭城、石金奎；农林水利接管处，处长陈凤桐；后勤接管处（后改为接 管部），处长韩
克宁，副处长霍嘉霖、邱一适。
②交通接管部，部长王诤， 副部长刘建章，下面有铁道处，处长刘建章（兼），副处长鲁文；交通接
管 处，处长马奔；电信接管处（后改为接管部），处长王诤（兼），副处长王子 纲；邮政接管处，
处长成安玉。
③卫生接管部，部长苏井观（兼），副部长 殷希彭、鲍敬恒，下设医院接管处、防疫接管处、制药厂
接管处、市属医 校接管处。
④军政接管部，部长童陆生，下设军校接管处（军校、营房等） 、司法接管处（法院、监狱等）、军
政机关接管处。
（上述两个部所设处的人 选，我都记不起了）⑤房地产接管部，副部长马溪山，下面有房地产接管处
，处长马溪山（兼）；工商企业接管处，处长张通。
物资接管委员会本部设 秘书、人事两处，负责人有刘正言、李成瑞和冀克等同志。
 我们的干部队伍庞大，来自四面八方，工作经历不同、思想水平不一 ，特别是绝大多数人对接管城
市工作没有经验，不大了解党的城市政策， 有不少人甚至从未进入过大城市，连城市的普通生活常识
都不懂，不经过 教育整顿，很难完成任务，可能还要出大差错。
因此，军管会的领导要求 对干部进行深入的政策教育、时事教育和纪律教育，还要讲一些城市生活 
常识。
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才能很好地完成接管任务。
 在政策教育方面，要求大家认真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 部1948年12月23日布告的《约法
八章》。
《八章》就是党的八项城市接管 政策，不但被接管的旧机构人员要遵守，我们接管人员更要模范地遵
守。
 叶剑英、彭真等领导同志多次向大家作报告，讲解八项接管政策，反复说 明道理，使大家明白，我
们是代表党和人民去接收城市、管理城市的，不 仅要懂得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城市政策，还要接
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看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管与国民党的“劫 收”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有办法接管好大城市的。
 在时事教育方面，主要学习新华通讯社播发的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 》和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
要求大家充分理解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已 经面临着全面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彻底
摧毁蒋介石 的反动统治政权，着手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中国，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人 民政权。
我们对北平的接管就是这个新天地的开端，要求大家满怀革命热 情去完成这个任务。
 在纪律教育方面，重新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军管会的 人城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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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大家坚决做到“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一针一线，不动 一草一木，模范地遵守纪律。
对一些农村来的干部和战士，请来自城市的 同志向他们介绍一些城市生活常识，电灯、电话、电车、
电梯的使用方法 ，交通规则、文明礼貌等诸般生活琐事，使他们思想有准备，很快适应， 不闹笑话
，不出“洋相”。
 在我们与傅作义将军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之后，又特别进行了一 次和平接管的教育。
因为和平解放与战争解放不同，对方是起义，站到人 民这一边来了，已成为一家人，是主动移交，和
平接收，因此态度要和蔼 ，避免盛气凌人。
事实证明，以上这些教育，对接管工作起了很好的思想 保证作用。
 首先是调查研究接管对象，有多少个单位、隶属关系如何、在什么地 方、主管单位负责任的人是谁
，以及人员、设备、物资等情况。
资料来源 ，主要依靠地下党组织提供，还有搜集到的文献资料、电话簿等。
地下党 组织力量特别强的电信局曾把该局的情况和处以上人员的名单、简历都整 理出来送到良乡。
我们根据这些情况，按照政策界限，一个单位一个单位 地仔细审查，确定应否接管、归谁接管，并汇
编成册，共计1061个单位， 印发各接管部、处，据以核实接管。
 与此同时，我们着手对已解放的郊区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和仓库进 行接管，为进城接管取得经验
，这也是一种准备。
北平的一些大企业多数 在郊区，比如石景山钢铁厂、发电厂、门头沟煤矿、琉璃河水泥厂、清河 制
呢厂、长辛店铁路大厂、丰台仓库、西郊农业试验场、黄村和双桥电台 等，都是在1948年12月下旬陆
续派人接管的。
北平郊区是打下来的，是战 争接管。
12月15日郊区解放时，我们还没有来，暂由部队和解放区的地方 政府派人接管。
我们的人员一到良乡，就派出铁道、邮电、企业、农业接 管处去接管。
实际上他们是边接管、边学习、边总结经验。
在郊区接管中 顺藤摸瓜，了解集聚了许多城内的情况资料。
这一段工作对后来进城接管 起了良好的先验作用。
 另一项准备工作是调集粮、煤、油、盐，保证生活供应。
我们物资接 管工作的任务是：一面接管，一面注意组织人民生活供应。
估计到北平城 被围已久，生活用品供应不足，市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苦，彭真、叶 剑英一再指
示，要及早准备调集粮、煤、油、盐，供应市场，平抑物价， 解救城市人民的生活困苦。
因此，我们特意成立了“城市供应指导处”， 负责这项工作。
并报经华北人民政府同意，确定从华北农村征收的粮油中 ，调集一部分粮食和食油，从门头沟调集一
部分煤炭，准备进城供应，大 约够全市200万人将近一个月的生活需要。
为了配合市场供应，还准备了7 亿元人民币，以兑换收回国民党发行的已大大贬值的金圆券，使人民
币迅 速占领金融市场。
 为此，赵介、彭城等一到良乡报到，就接受任务立即去张家口、冀中 催调粮油，同时要求徐驰同志
负责，迅速恢复门头沟煤矿生产，供应煤炭 。
在华北解放区各地方政府和门头沟等地职工的大力支持下，他们都如期 完成了任务。
我们接管门头沟煤矿后，第一件事就是发给粮食，解决吃饭 问题，借支工薪，解决手头急需。
这样一来就博得人人高兴，个个欢喜。
 有的职工还高呼“共产党万岁”，说“人民政府为人民，说到做到，我们 只有加劲生产，多出煤炭
才能对得起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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