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联往事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生前为庆祝 2012年江苏省社科联成立 50周

年所撰写的回忆文章。 同志曾任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

长，自 1984年 1月起任省社科联秘书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他积极参与组织乡镇企业理论研究工作，为江苏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

提供了理论支持。他离休之后始终关注我省社科事业和社科联建设，

积极建言献策。本期特发此文，以此纪念这位受人敬重的老领导。

背靠马列 面向实际

——庆祝 2012 年省社科联成立 50周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清算了“文

革”的错误，拨乱反正，百废俱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

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号召广大理论工作者在马克

思主义的领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各学科的研究工作

推向前进。省社科联的工作也重新开始活跃起来。

我回忆起当时抓的乡镇企业理论研究工作，就是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方针下开展起来的。当时广大农村经济要发展，首先碰

到两大问题：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江苏南部大多数不突破“以粮为

纲”老框框，任凭怎么样搞“吨粮田”，争高产，农民还是穷，一年

每人平均只能分配到现金七八十元钱，怎么办？苏州、无锡、常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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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乡、村开始办起工业来，但对此争论还是不少。有的说它“冲击

了计划”、吃喝请客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等等。我们经过研究后，

决定组织理论界的同志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开展了三项

活动：

第一，与省科协联合举办“七个亿元乡展览会”。展览的七个乡

是无锡县的前洲、玉祁、黄巷，江阴县的华土、周庄，张家港市的塘

桥、乐余。这个展览会从 1984 年 9月到 10 月办了一个月，省委书记

韩培信、副书记柳林等同志均出席了活动。参观人数达 35000 多人次，

第二，组织对江、浙、沪三省市的联合检查活动。1985 年，由

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的社科联组织专家学者到无锡的前洲、玉

祁、东绛镇，嘉定的马陆镇、浙江的湖洲南浔、乌镇等地联合参观，

并进行了现场交流，大开眼界。

第三，组织全省在无锡市洛社、镇召开“关于乡镇企业讨论会”，

到会的有全省理论工作者 60多人。1985 年无锡市乡镇工业的总产值

已达到 35亿元：其中一半是镇办企业，一半是村办企业。前洲镇的

西塘村、江阴县华士镇的华西村都发展很快，工农业产值达到一个亿

了。当时，学界许多论文作了新的概括，认为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打破

“以粮为纲”的禁区，提出“无农为稳，无工为富，无商为活”多业

并举的观点。

经过多方面的推动，乡镇企业发展很快，这也引起了党中央一些

同志的重视。邓小平同志说：“乡镇企业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异军突

起’”。陆定一同志回家乡一带考察后，在中顾委常委会会上说：“乡



镇企业是中国特色”，“反对乡镇企业，就是反对农民。”为什么？因

为不搞乡镇企业，农民富不起来，农民多余劳动力就要失业，“会发

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苏联就是严禁办“地下工厂”，拖拉机站也是国

有的，管也是集体农庄办不好的原因之一。

现在乡镇企业改了制，不再是乡、镇、村行政管辖，而是独立核

算，一般成为股份合作制或私人所有制。但主要还是以股份合作公有

制为主体的，好些地方都办得更大，更强了。2009 年，张家港市的

沙洲钢铁集团，是我国大陆第一个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的民营企业，

产钢 1184 万吨，营业额 214 亿美元。江阴市的华西集团现有 5万人

口，人均 GDP 超过 2万美元。村办经济还增加了海运海工、物流储运、

旅游航空等项目。尤其可喜的是，在政治民主、分配公平、文化事业

等方面也有许多创新。建立起了党的村纪律监督委员会和村民委员

会，干部财产公布，使共产党员和村民都有了一定的选举权、知情权、

参与权、监督权。分配和生活上也是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工资奖金是

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福利待遇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股票红利是

按资金分配。“既没有亿万富翁，也没有两手空空。”这些都是为城乡

一体化、农业现代化、社会和谐化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子。就像《共产

党宣言》中所讲的“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

步消灭”的曙光开始显现，很感振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人民创

造的，它的理论体系也一定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