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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以她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奋进崛起的雄伟英姿，赫然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60年前新中国成立初期时的“一穷二白”了；今日的中国，社会安定，国防强
大，在诸多的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今日的中国，各行各业都处在改革奋进的拼搏之中，外汇储备充
盈，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幸福安康。
所有这一切，固然是整个社会都在积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但也不能不说是在不断开拓包
括毛泽东在内的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基业上发扬光大的结果；继往开来
，使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巨龙腾飞”的多年夙愿。
在此值得庆典的伟大日子里，我们自然会想到共和国的无数缔造者，自然会想起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
东。
虽然，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思想、他的风范、他的精神、以及他对人民的爱，无时
无刻不存留在亿万热爱他的人民的心中，人民对他不能忘怀。
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中国才得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繁荣，从困难时期的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走到了现在、走到了今天的开拓进取和共创辉煌。
回顾历史，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共和国的开创者的基业之上的。
毛泽东早在1956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经
济发展的“模式”和方向：即先东部，后西部；先沿海，后内地。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毛泽东当年为发展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规划的宏伟蓝图，是有远见卓识的。
在国防建设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
济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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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客观翔实地记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中国经济发展高屋建瓴、呕心沥血的许多
重要讲话及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情节，以及他所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土地革命政策，从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到精兵简政和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从保护民族工商业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从完成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论十大关系》，正是由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他们所奠定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才使得我们今天的改
革开放大放异彩，中国才有望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
　　本书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作用，对党史研究和新中国国史研
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同时电是我们缅怀伟人、继往开来、催人奋进的一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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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邸延生，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
1948年4月生于延安，1969年加入空军高炮部队，1979年执行援外任务，7次受部队通令嘉奖。
1973年调武汉空军从事文艺创伤，居作《鹰击长空》荣获大军区一等奖。
1983年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宣传干部、记者和编辑等职。

　　多年来共出版专著近20，发表诗词和文章400余篇。
主要代表作品有：散文集《风雨人生》、诗词集《岁月回眸》、小说《父与子》、纪实文学《橄榄枝
与黄玫瑰》等。

　　近年来先后撰写了“邸延生伟人系列丛书》之《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和《历
史的真言——行泽东和他的卫士长》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许多章节被多家报刊、电
台连载和连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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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篇　感知社会深入调查认真了解中国国情　从根本入手搞土地革命注重经济建设　1．社会
变革为己任少年立志图自强　　中国要想发展，必须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主张去变革、去发展。
　　中国也应该着眼于大力发展经济，走富国强兵之道。
　2．关心国事勤发奋满腔热血搏激流　　新的中国一定会出现的！
无论路途多么艰难、多么遥远，新的“道路”一定会找得到　　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发展国家
经济，使中国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3．身体力行搞调查深入乡村访民情　　要改变中国社会经
济分配不公的普遍现象，唯有进行一场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
　4．农民问题提议案创建农运讲习所　　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同时拟写了旨在彻底改变中国经济
的落后状况、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实行中国革命的土地纲领　5．坚持井冈山斗争保护中小工商业
　　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解决农民问题；而要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必须实现土地革命。
但是要想实现中国的土地革命，不解决好中小工商业和手工业者的诸多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6．战火中不忘发展处困境认真调研　　创业总是艰难的，但必须发挥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作用，认
真为民众服务；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搞好银行内部的各种财会制度，既要设法改善苏区人民的生活
状况，又要筹款支援前线。
　7．中央苏区搞建设深谋远虑谈经济　　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
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使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8．携带银行大转移长征路上谋生机　　无论在多么危险、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要设法保住
“国家银行”，因为它是中华苏维埃的“国家命脉”第二篇　战争环境不忘发展为中华民族谋生存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极力挽救国家危亡　9．重新制定新方针满怀信心谈设想　　我们几亿人民一旦真
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
发展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　10．
战斗生产两不误结合实际谈政策　　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
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11．反封锁自力更生认真抓财政管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2．指示为群众服务号召全党学经济　　中国共产党人和边区政府愿意同美国人做生意，并欢迎美
国人到解放区来投资建工厂　　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
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3．胜利前夕论前途阔步迎接新曙光／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
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
工业生产而努力。
　14．赴重庆和平谈判避锋芒撤离延安／　　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
，奖励私人企业，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国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　15．陕北转战搞调查中央
开会讲任务／　　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
总目标　16．民族命运大决战强调保护工商业／　　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
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三篇　新中国百废待兴发号召
勤俭建国打基础　加强领导稳步发展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7．进北平筹备建国天安门上红旗舞／　
　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
位置，坚决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　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经过我们这
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奋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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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访苏联争取外援学习经验不照搬／　　我们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怎么搞，如何搞，苏
联的经验适不适合我们的国情？
这是需要研究、需要试验的。
照搬肯定不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19．回国之后谈观感促财政经济好转／　　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吃苦在前，工作在
前如果我们的党员队伍中出现了先为自己办事情的人，忘记了老百姓，那就要毫不客气地把他开除出
革命队伍去　20．为国家长治久安志愿军抗美援朝／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
　　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　21．大规模“三
反”“五反”绘经济建设蓝图／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毛泽东描绘出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构思和大体设想。
　22．离北京视察黄河成立农村工作部／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逐步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
　23．明确提出总路线肯定农业合作社／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24．西湖畔起草宪法积极开发原子能／　　要晓得，科学也是生产力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
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第四篇　认真规划并努力实施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　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积极探索中国发展道路　25．
党中央制定政策促进农业合作化／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
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学习，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
济工作的专家。
　26．集体经济为主导改造民族工商业／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
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27．提出农业十七条号召向科学进军／　　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
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28．发表《论十大关系》走中国发展道路／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
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可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好东西。
　29．座谈民族工商业经济发展是主题／　　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
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
　30．国务会议商国事指导工作下江南／　　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
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取得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
　31．牢牢把握大方向率团二访莫斯科／　　中国没有共产党不行！
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
　　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32．五年计划结硕果果断提出大跃进／　　我国过去没有的工业
部门，如飞机、汽车、新式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矿山设备、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冶炼等重
工业企业，都建立起来了。
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事业。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第五篇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工农业产大跃进　探索途中谋求发展认真筹划集体经济第六篇　面对困难
实事求是卧薪尝胆勇闯难关　脚踏实地群策群力领袖与人民心连心第七篇　殚精竭虑力挽狂澜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　告诫全党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第八篇　“文化大革命”中不忘生产因势利导图自
强　开辟新途径拓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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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感知社会深入调查认真了解中国国情 从根本入手搞土地革命注重经济建设一、社会变
革为己任 少年立志图自强公元1909年（清光绪35年），是为中国农历的己酉年。
这一年，在世界的东方，具有5000年古老文明历史的中国的大门已经被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所
轰开。
大清王朝处于穷途末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积弱不振。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残酷剥夺和由此所造成的连年战乱，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整个
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
这一年，出生在湖南省西部偏僻山区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的毛泽东已经16岁了。
己酉年是中国的“鸡”年，广大的中国人民普遍寄希望于能够在这一年里有所“崛起”；因为在中国
人民的传统意识中，“雄鸡报晓”和“闻鸡起舞”这两句话是很能鼓舞人心的。
也就在这一年，韶山冲来了一位名叫李漱清的人。
这个人回到韶山冲以后，带来了韶山冲千百年来闻所未闻的新思想，着实令乡里的人们大吃一惊。
原因是他极力主张废除庙宇和开办新式学堂，尤其反对女人再裹脚和男人再留辫子，提倡“解放思想
”以“开发民智”。
李漱清的返乡，一时间被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乡里人的广泛议论，被一些守旧的人斥之为“过激派
”；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却很欣赏他的主张，认为他说的一些话很有道理，率先从这个新派人物身上感
受到了一股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朝气和激情。
毛泽东经常到李漱清那里去借书看，听他讲述许多有关中国和世界的大形势⋯⋯通过接触，毛泽东对
李漱清的说教越来越感兴趣，从他那里接受新知识、感受新思潮；李漱清也深深感到毛泽东的领悟性
极强，有着自强不息的求知欲望和拼搏进取的蓬勃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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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的回眸:毛泽东与中国经济》中讲述了毛泽东主席为发展中国经济废寝忘食，为屹立世界之林呕
心沥血。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谋发展。
白手起家，开创伟业，建国大业日日新。
勇于探索，一空二白面貌改变。
锐意进取，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十大关系，高屋建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借鉴苏联，洋为中用，拓宽国民经济发展格局框架。
坚持大方向努力描绘社会主义经济蓝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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