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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9 月 15 日~27 日 ，中 共 八 大 在

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

在 全 国 范 围 执 政 后 召 开 的 第 一 次 全 国 代

表大会。

八 大 上 ，毛 泽 东 致 开 幕 词 ，刘 少 奇 作

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二五”

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

的报告。

大会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

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是人

民 对 经 济 文 化 迅 速 发 展 的 需 要 同 当 前 经

济 文 化 不 能 满 足 人 民 需 要 的 状 况 之 间 的

矛盾 ；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

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

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一个“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

在 1945 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毛泽

东就曾满怀信心地预言：党的八大一定会

到北平、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去开。

11 年后，这一预言在 1956 年金秋的北

京实现，彼时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陈模全

程参与报道了八大会议。

他 在《中 国 青 年 报》刊 登 的 稿 件 中 描

述 ，（1956 年）9 月 15 日 晌 午 ，北 京 雨 过 初

晴，蓝色的天空浮动着白云，宏伟的政协

大礼堂，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

明亮壮丽 。礼堂庄严朴素，主席台上新设

了崭新的阶座，讲台两旁簇拥着鲜花 。在

灰色的帷幕的前面，十棵苍翠的棕榈树，

在银灯下发着青光。

出席大会的 1021 个代表，代表 1073 万

名党员，人数比七大时增加了 8倍多，占当时

全国人口总数的 1.74%。更重要的是，党员个

人身份公开了，党的组织分布在全国城乡。

他们来自工厂、学校和农村，山间、海

滨和国防前线。这次，他们来参加八大，不

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不用躲过特务的跟

踪，不用跋山涉水、冒着惊险 。陈模形容，

“他们从容不迫地坐着火车、轮船、汽车、

飞机，像来到家里一样来到北京！”

参会的还有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代

表 民 革 将 红 军 过 大 渡 河 的 象 牙 凸 雕 赠 给

大会，象征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领导下，

同舟共济，胜利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 。世

界上近 60 个国家的贵宾会聚在此，用各种

语言为这次盛会祝贺。苏联共产党代表团

团 长 米 高 扬 同 志 在 致 辞 时 引 用 了 中 国 的

一句俗话 ：“衣服新的好，朋友老的好 。我

们和你们就是老朋友了。”

“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彻

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

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在八

大开幕时说道，“ 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

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

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当时 20 多岁的刘德有担任八大会议

期间的同声传译，代表们的掌声通过场内

的话筒传到他的同传箱子里。毛泽东的讲

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第一次担任

同传的他也不由得兴奋起来 。有人统计，

这 2000 多字的开幕词，鼓掌次数有 34 次之

多 ，其 中 长 时 间 的 热 烈 鼓 掌 有 6 次 ，犹 如

“暴风骤雨”。

“党和人民”

八大求实。学者郑直在一篇文章里介

绍，八大报告从 1955 年 12 月开始起草，至

1956 年 7 月初写成，8 月上旬到 9 月 14 日，

毛泽东先后 12 次修改。八大文件草稿形成

后，中央组织中央机关和各省（区市）及军

队党的负责人反复讨论，征求意见 。毛泽

东还指示，将政治报告已定稿的各部分，

印 发 给 八 大 所 有 代 表 ，请 他 们 即 看 即 修

改 。据统计，八大政治报告的各种修改稿

有 80 多份，党章修改稿有 50 多份。

会前，毛泽东指出，大会发言“对工作

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

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

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

没 有 生 气 ，那 无 非 只 要 一 个‘ 好 ’字 就 行

了，还要多讲干什么？”

陈模在《中国青年报》刊发的《党和人

民》一文里记录了贵州省贵定地委书记孙汉

章发言中的一个例子。贵定县木马乡有两个

农业生产合作社，两个乡的干部作风不同，

工作结果也两样。一个金星社，干部关心群

众生活，群众满意，生产劲头也大；另一个红

光社，干部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强迫命令，

群众很有意见，什么工作也搞不好。经过党

的纠正，工作搞好了，群众才满意了。

八 大 召 开 的 1956 年 正 是 我 国 开 展 第

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进入空前规模建

设。新的工厂、矿山、铁路如雨后春笋纷纷

亮相，老百姓都投入火热的建设中，争相

突破工作定额。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

在 八 大 发 言 里 特 别 提 到 ，只 注 重 生 产 管

理，只看重机器，不重视人的工作，不关心

人，只能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

生产完不成任务。

彼 时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刚 刚 完 成 ，实 现

公私合营不久，但还存在一些没有适应的

地方 。刘少奇在八大强调，不应当片面地

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个人的利益。党的方

针是把两方面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在

这 个 方 针 下 ，党 竭 力 在 发 展 生 产 的 基 础

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立下目标。在第

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

高 25-30％。农民的全部收入在 5 年内增长

25-30％，这样的规定，是和我国国民经济

发展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相

适应的。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实际上，这场大会面对的是一个沉甸

甸的命题，即朱德所提出的“ 创立社会主

义家业”。

这 时 的 中 国 ，还 是 一 个 落 后、贫 穷 的

农业国，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只有

10%左右。“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在哪

里呢？”朱德说，“最根本的困难，就是在于

我们的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我们的国家

原来被帝国主义剥削得很穷，遗产很少”。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迫 切 想 要 改 变 这 种 落

后面貌。在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就提出，

中国要勇于赶超西方大国，否则就要被开

除球籍。

八 大 决 议 指 出 ，国 内 的 主 要 矛 盾 ，是

人 民 对 于 建 立 先 进 的 工 业 国 的 要 求 同 落

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

于 经 济 文 化 迅 速 发 展 的 需 要 同 当 前 经 济

文 化 不 能 满 足 人 民 需 要 的 状 况 之 间 的 矛

盾 。这一矛盾的本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

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如 何 在 生 产 力 发 展 水 平 还 很 落 后 的

基础上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

八大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确定

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并且提

到，尊重“自由市场”。陈云最早意识到，搞

活 市 场 是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的 一 条 重 要 的 生

命线，需要超出官商的单一路径，闯出一

条繁荣市场、搞活经济的新路。

陈 云 提 出 了“ 三 个 主 体 ，三 个 补 充 ”：

在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

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

经营。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计划

生产，还有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

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 。社会主义市场里，

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

自由市场是补充。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用以调整当时

的经济关系 。1956 年年底，一些地方出现

“地下工厂 ”，毛泽东表示，一是可以使其

“成为地上，合法化 ”；二是可以开设私营

工厂，“同地上的作对 ”，以解决合作工厂

产品“质量差”的问题。

此 外 ，党 的 八 大 还 把 扩 大 民 主 生 活 ，

反对官僚主义、建设新型民主作为重要任

务，甚至是中心课题 。毛泽东把党的民主

思想扩展到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上，提出

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方针。

“ 我 党 搞 社 会 主 义 的 决 心、信 心 自 八

大始。”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院长林炎

志说 。在林炎志看来，八大提出的以经济

为重心的转变、尊重“自由市场 ”、扩大民

主，对于改革开放影响深远。

陈 模 在 自 己 的 稿 件 里 作 了 这 样 的 展

望：以后我国人民能充分地买到自己需要

的肉类、食糖、棉布、煤炭，质量好、品种多

的商品和新鲜可口的蔬菜。

由于对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

足 ，八 大 路 线 未 能 在 实 践 中 完 全 坚 持 下

去，在发展的道路上未能避免大的曲折，

一些重要原则和方针被改变。

时隔 26 年后，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

幕词中指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分析

了 生 产 资 料 私 有 制 的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基 本

完成以后的形式，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

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 艺

1960 年版第三套人民币 1 元纸币里有

多项“第一”，纸币正面印着的是中国第

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她所驾驶的是由新

中 国 第 一 个 拖 拉 机 厂 生 产 的 第 一 台 拖 拉

机。她所翻耕的土地，是世界上仅存的三

大黑土地之一——北大荒。

这片 5.54 平方公里的黑土地土壤条件

好 ，“ 抓 把 黑 土 冒 油 花 ， 插 上 筷 子 也 发

芽”，但开垦条件难，冬季气温低至零下

三四十摄氏度，冬天的冻土和溢流的江水

会将春夏播种的努力付诸东流。

1954 年 ， 时 任 铁 道 兵 司 令 员 兼 政 委

的王震在黑龙江省汤原县视察时关注到，

“北大荒是大搞农业机械化的用武之地”。

在王震指示下，1954 年 10 月，汤原

县铁道兵第五师副师长余友清带领数千人

的队伍走进荒原，在密山县建立了北大荒

的第一个军垦农场，拉开了我国大规模开

发北大荒的序幕。

开发北大荒期间，王震尤为重视知识

分子和科技人才。他先后从北京农机学院、

北京农业大学要来一批应届毕业生，到铁

道兵垦区担任技术员、开荒队长。女拖拉机

手梁军，作为北京农机学院机械化专业的

1957 届毕业生之一，来到了北大荒。

1957 年 9 月 ， 由 200 多 名 大 学 生 和

技术人员组成的荒地勘测设计分院在密山

落地。他们踏荒原走沼泽，历经艰险。到

“文革”前夕，完成各种比例尺的单测地

形图工作量 6700 多平方公里，为科学规

划、合理开发北大荒奠定了基础。

1958 年 3 月 ， 党 中 央 发 布 《关 于 发

展 军 垦 农 场 的 意 见》， 10 万 转 业 复 员 参

加 生 产 建 设 的 部 队 官 兵 浩 浩 汤 汤 来 到 北

大荒。郭沫若曾赋诗一首，“卓越的人民

解 放 军 的 将 士 们 ⋯⋯ 你 们 是 转 换 阵 地 ，

向地球开战！”

开荒者用草绳、树枝绑几个人字架，

搭 上 横 梁 ， 顶 盖 草 、 底 垒 坯 ， 搭 成 “ 马

架”。晚上睡在地铺上，透过茅草缝能看

见星星。“先生产、后生活”是当时最光

荣的口号。

黑龙江普阳农场前机关办公室主任王

惠 侗 回 忆 ， 开 荒 后 ， 地 里 都 是 大 泥 巴 片

子，没有耙，大家一只手拿着棍，另一只

手负责播种，种子放在当兵时戴的大檐帽

里。他们用棍子戳洞，用铁锹开沟，用锄

头刨坑，能用的手段都用上，起早贪黑，

播种下上万亩大豆。

梁 军 曾 说 ， 自 己 是 “ 北 大 荒 的 女

儿”。她学习拖拉机，凭借积极劳动，当

上了劳动模范，改变了原本要当童养媳的

命运。她把青春留在了“天冷人心热”的

北大荒。

几十年里，荒原逐渐有了生机和人气

儿，化身坚实的大后方。

如今，北大荒成为名副其实的“北大

仓”，这里耕种的 4000 多万亩肥沃农田，

每年为国人提供 400 多亿斤粮食。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 艺

“齐心协力建包钢”，这段上世纪 50
年代的佳话，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5 日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时再度提起。

包头钢铁是在荒漠里白手起家的。

“一五”计划，国家提出建设三大钢铁中

心，其中一个就选在了内蒙古包头，这是

在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建 设 的 第 一 个 钢 铁 企

业。然而，当时的包头工业基础太薄弱，

要建设一个大的工业基地谈何容易？

当 时 的“ 共 和 国 第 一 钢 厂 ”鞍 山 钢

铁，一度向各地输送了大批援建人员。后

来被称作“钢铁元老”的胡兆森就是支

援包钢的人员之一。支援包钢前，胡兆森

是鞍钢的青年技术突击队队长。

胡兆森之子、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

策研究中心理事长胡本钢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父亲两次支援包钢。第一次

在 1955 年，父亲参与包钢初建时的炼铁

高炉设计和建设，第二次是在 1959 年。

“ 父 亲 一 谈 起 钢 铁 事 业 就 特 别 自

豪。”胡本钢说，他和兄弟们的姓名也都

源自父亲工作过的足迹，1959 年出生的

二哥就叫胡包钢。

1958 年年末，建设中的包钢遇到设

备、材料供应不足的问题，时任内蒙古自

治区主席乌兰夫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

汇报了这一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决定

把包头地区作为国家扶持的重点，并多次

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包钢问题。

1959 年 1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

社论，提出了“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

的口号。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支

援包钢建设的热潮。

胡 本 钢 回 忆 ， 1959 年 ， 包 钢 的 第

一座焦炉因鼓风机问题无法投产，包钢

的苏联专家调试了 3 个月仍无法解决。

包头市非常着急，冶金部指示借调当时

在石景山钢铁厂工作的胡兆森再次支援

包钢。胡兆森第二次抵达包钢后，包头

市委一位副书记陪他和包钢相关人员一

起研究，找问题。经过十昼夜苦战，一

次试车成功，投入生产。

后来，包钢又请胡兆森解决中央空

气压缩站中苏联新压缩机产品的问题，

这是 1958 年遗留的老问题。胡本钢说，

父亲善于倾听现场人员的意见，他和当

地师傅们认真研究，经过四次试运，最终

解决了问题。包钢曾赠送一面红旗表扬

胡兆森，“打虎英雄、技术超群”。

1959年 9月 26日，包钢一号高炉流出

了第一炉铁水，比计划提前了一年时间。

在胡本钢看来，“齐心协力建包钢”

的背后，显示出当时全国一方需要、八方

积极支持的建设格局和理念。国家注重

培养骨干和队伍，原冶金部则有机动的、

精干的、术有专长的技术队伍和技术骨

干名单，能够及时配置、支援各地，解决

难题。

如今，在众多重大工程领域可见“包

钢为全国”的成果。

1956 年 10 月 1 日，国庆游行队伍里群众高举“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的标语。 中国青年报资料图片

从“打地基”到“建房子”
中共八大的社会主义探索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 艺

齐心协力建包钢，
“钢铁元老”两次支援

1959 年，“钢铁元老”胡兆森在全国群英会上与刘少奇握手。图左侧有掏粪工人时传祥、
青年突击队长张百发和人民邮递员罗淑珍。（“全国群英会”全称为“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
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1元纸币有故事：
从北大荒到“中国粮仓”

中国青年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