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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观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变革与发展，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尤其显得波澜壮阔而令世人瞩目：从解放
初期的土地改革，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和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初期以“包产到户，双层
经营”为中心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商
品经济流通体制改革和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再到21世纪即从党的十六大
以来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
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方针政策，逐步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深入
探索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之道而进行的一系列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
新⋯⋯　　经过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旧貌新颜的沧桑巨变：结束了
旧中国曾经饱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被迫割地赔款而屡遭国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之屈辱命运，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即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正在迅速而和平的崛起，并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稳定而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摘掉了旧中国“一穷二白”贫穷落后的帽
子，初步实现了“中国人民富起来”即经济建设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实现了
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而不断地得以提高，并使得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越
来越丰富多彩，人们的精神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今天的中国正满怀信心、意气风发地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
标奋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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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清”和“农业学大寨”五、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制度分析第四章 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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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二、“专业户”和农村专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的出现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四
、农村劳动力职业结构的改变第四节 市场经济体制下四川农村经济结构变迁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稳定与变化二、农业产业化经营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逐步健全四、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五
章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四川农村经济发展新格局第一节 “推进产业化，全面建小康一、扶持龙头企
业做大做强二、创新农业产业化经济组织的机制与形式三、因地制宜，加强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四、
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进展第二节 土地流转与新世纪农地产权体制机制的变革
——基于成都实践的考察一、统筹城乡发展中成都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二、土地流转在农村经济
变迁中的作用三、统筹城乡发展中成都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经验余论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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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土地改革与解放初期的四川农村变革　　1949年10月，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
上冉冉升起的时候，包括四川在内的广大西南地区却仍然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
因此，同月10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10天后，中共中央开会讨论解放大西南以及经营云南
、贵州、四川、西康、西藏等大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等问题。
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成立西南军
政委员会，由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等任副主席；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
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会议还决定：由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和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一部共约60
万将士，分别从川东南和川北两路进军四川，解放大西南。
同月16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关于进军大西南的指示，强调指出，西南的重心是四川。
要求二野主力务于12月到达并占领叙永（今属四川省宜宾市）、泸县、重庆一带，切断国民党军胡宗
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及与华南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18日，毛泽东主席又发布了关于由陕入川之北路人民解放军兵力配备以及作战行动的命令，强调要求
：“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到叙、泸、重庆一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
中旬”。
23日，刘伯承、邓小平向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正式下达了《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
《命令》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决定以大迂回的动作，从湘鄂川黔边境出击，直出贵州
，进占川东、川南，继与贺龙、李井泉率领的北路入川之解放军部队聚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解放
川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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