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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0年历程了。
　　怎样看待这30年来的改革开放，今年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发表了不少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不同视角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评论。
取得共识比较多的是：　　一、经济发展取得突出成就。
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平均9.8％速度递增，持续30年不衰，2007年是1978年的67倍。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
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
进出口贸易总额，2007年是1978年的105-3倍。
2007年外汇储备达1.5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
劳动生产率，2003年高于1978年的33倍，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所得只相当于2003
年的11天。
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并非全得益于人口红利。
　　二、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
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大城市当农民工的就有1.2亿人，推动了城市化，而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扶贫
减贫的“中国模式”。
联合国向世界推广了中国的扶贫减贫经验。
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从57.5％降到35.8％；农村居民从67.7％降到43％，进入小康阶段和宽裕水平。
尤其是，我国每年净增人口1500万左右，30年增长了5亿人，还能平稳地达到小康水平，真是非常不容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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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首上海三十年，多少风潮涌动已化为过眼云烟。
唯有那些开风气之先，深刻改变人们生活和命运的事件仍历历在目，这些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构成了
上海改革开放之路的重要环节，以其生动性，复杂性，以及带给人们思想观念的震撼，已经成为不可
磨灭的历史记忆。
本书选择上海三十年中发生重大影响的若干关键事件中的关键人物，通过他们的口述，生动感性地重
现历史事件，以此透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观念深处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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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嘉定县“试水”联产承包“伤痕文学”的到来《于无声处》响惊雷宝钢上马从农村回归城市《新民
晚报》复刊：飞燕重回百姓家上海争得高考自主权难忘1988：遏制上海甲肝大流行“皇甫平”文章惊
天下上海纺织业的“凤凰涅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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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嘉定县“试水”联产承包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李学广寄语】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
年》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是在探索了二十九年之后，才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之所以能够留住并续写新的历史，是因为有像邓小平这样的伟大号手和千千万万有志之士为之奋斗。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作为一名战士，能够参与其中，目击全过程，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
出力所能及的奉献，我感到荣幸、振奋和安慰。
弹指一挥，三十年过去了，真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情画意。
新的历史，继续展开，时不我待，接力者将要付出新努力。
新的机遇和挑战，预示着新的付出和收获。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事件回放】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上海是一个以工商业为经济
主体的大型国际化都市，以分量和地位而言，农业在其中自然少受关注。
然而，谁又会想到三十年前上海的改革之路却恰恰是先从农业起步？
1978年初，仍处在“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空气笼罩下的嘉定率先实行责任制探索。
走上了先副业、后农业，先包产到组、再联产到劳、后包干到户的道路，创出了从联产承包到农工商
一条龙的独特发展模式，被认为“迈开了上海郊区改革的第一步”。
作为这场改革的策划者与主导者，时任嘉定县委书记兼县长的李学广老人对往事仍历历在目。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早年历练，播下改革的信念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李学广早年参
加新四军，投身革命；上海解放后，作为南下干部进入华东局和上海农业系统工作。
1955年，他奉派到青浦开展农业合作化试点。
对当时上海郊区农村状况的认识与反思，成为后来他在嘉定进行农业改革的起点。
我1926年生于江苏盐城的农村，苦孩子出身，17岁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
新中国建立后，我先后在盐城县委、滨海县委（任县委副书记）工作，后来调到中共中央上海局办公
室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工作。
对农村的熟悉以及长时间在农业系统工作使我对农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
1977年11月，我正式到嘉定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当时称“革命委员会主任”），1978年初即在饲养
业中开始搞责任制试点。
这是上海市郊改革的第一步。
对我个人来说，嘉定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我一生经历中最为重要的事情。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三十年前，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道难题。
农民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称为“包产到户”。
从它的名称到内涵都很简单，很好懂，也很好做，但是要跨出第一步，很不容易。
责任制改革的难度之大，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今天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但在当年却
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事。
为什么很简单的事会变得如此艰难而可怕呢？
这需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当时，全国刚解放，农民情绪高涨。
土地改革让农民分到了田，大家都憧憬着发家致富。
不久，全国性的互助合作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到1955年上半年，参加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到了农户总数的14％，嘉定和
全国一样，也是这个比例。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是责任清晰，秩序井然。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领导柯庆施派我去搞农村合作化试点。
这样我就到了青浦松泽乡。
经过两个月的细致工作，每个村成立了一个初级社，农民们都积极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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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回来向柯庆施汇报，他表示满意。
那年年底，中央要求趁热打铁推进高级化。
我奉命继续搞高级社试点。
搞初级社还行；到了高级社，没有了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大大降低。
我没有搞大社，只搞了个五百户的合作社，但负责具体工作的区委书记已经感觉很吃力。
为了建立生产秩序，我搞了一个“三包一奖”，即合作社下面是生产队，由生产队包工、包本、包产
，超产的奖励。
结果，有人认为我这样是在搞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开始上纲上线了。
我再次向柯庆施做了汇报。
后来在中央会议上他反映了这个问题，就是合作社太大了不行，感觉很吃力。
中央对此的看法，柯庆施回来没有传达。
不过后来中央发了三个文件，要求加强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经济核算，加强责任制建设。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然而，1955年下半年全国开始批判“小脚女人”[2]，而且提到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高度。
上纲上线，形势大变。
到1956年，全国实现了合作社的“高级化”。
“高级化”的核心，就是取消土地分红，取消土地私有权。
随后1957年至1958年，举国搞“大跃讲”，接着人民公社化，搞“一大二公”。
结果，农民干活搞“大呼隆”，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农民的观念跟不上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对这些做法很反感，生产积极性很低。
当时有句话叫“出工如背纤，收工如射箭”，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当时也到农村参加劳动，目睹这样的状况心里很难受：这样搞，生产怎么发展呢？
老百姓集体磨洋工，这是一种消极对抗的现象。
但是，群众还是很有智慧的。
包产到户模式就是在这时崭露头角的。
这种经营模式最早始于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马上就受到了批判。
安徽省在三年困难时期向中央请示搞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以度灾荒。
结果当年秋天就取得了农业丰收，农民很高兴，甚至吸引了河南省的许多农民跑到安徽去帮工。
但好景不长，很快来了通知，批判包产到户，坚持搞集体化，全省县以上干部都很紧张。
批判的人有“尚方宝剑”，自以为理直气壮；反对的人一肚子委屈，但也说不出道理来。
安徽省被批判以后，大家都不敢再搞包产到户了。
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安徽凤阳小岗村[3]等地的农民才“偷偷摸摸”地重新搞起来。
　　[1]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
到1953年春，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
使3亿农民分得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以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
互助合作运动是继土改之后进行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即变农民小土地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的社会
革命。
由于脱离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实际情况，引发诸多问题。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2]1955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关键一年。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对合作化速度适当加以控制，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报告中对邓的主张进行了批评：“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小脚女人”的批评致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到1956年上半年我国广大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原定
用十五年左右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
合作化速度过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后遗症。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3]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凤阳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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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靠贷款”的“三靠村”。
1978年12月，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了18颗红手印，冒险搞起了“大包干”。
承包的第一年，小岗村就收了13.2万斤粮食，远远超过了刮“浮夸风”时的3万斤。
而且，由于农民改用良种和开垦荒地，小岗村在搞承包的头几年，粮食产量还不断、增加。
小岗村这一创举，被认为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推广，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承包制攻坚战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到嘉定主持工作后，李学广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确定了先稳定局势，安抚民心，然后从副业下手逐步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的思路。
他把突破口选在了饲养业。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文革”期间，我受到迫害、坐过牢，后期下放到青浦县朱家角当公社
书记。
1977年10月下旬，我得到平反，二十天后我受命到嘉定工作。
经历“文革”创伤的嘉定县百废待兴。
当时“文革”刚结束，留下许多问题。
大量群众找到县委要求解决问题。
县委接待室一共只有两三个人，根本应付不了。
群众不满意，今天没结果，明天再来。
有的午饭不吃，揣着一个山芋或面饼守在那里。
我觉得这样不行，就在县委常委会上，建议大家安排日程，轮流去接待办公室接待群众来访，并向群
众公布领导接待时间安排。
轮流接待群众的那些天，接待室屋里屋外挤满了人。
我们把问题集中起来分析研究，拟定解决的方案纳入工作安排，逐个解决，步步到位。
这样过了一个月，来访的群众就少了。
而通过接待群众来访，我还了解了群众的意见和他们迫切关心的问题，也了解了嘉定县的过去和现在
的形势，为以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上任第二件事是搞干部教育。
县委党校恢复了，我兼任校长，配齐党校班子，二十天一期，每期八十到一百个人，让县里的各级领
导干部轮流进党校学习。
同时各个公社、镇组织干部培训班，跟县委党校交叉起来做。
教育的重点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另一个重点则是提倡新事新办，反对封建迷信。
当时，嘉定农村封建迷信流行，而且越来越“吃香”，一些现象让人哭笑不得。
算命的以前五毛算一个，后来涨成八毛；请“张天师”捉鬼，以前捉一个一块，后来涨到三块。
有一个农村妇女自称“门闩娘娘”，拿一个门闩，见干部就打。
有的农民在田里夯土，抢占大田盖房子。
这些都反映了老百姓对前途不清，缺乏信心。
经过“文革”十年，农村竞落得如此景象，让人看了难受又着急。
之后，通过搞干部教育带动群众教育，农村风气好转，抢占大田的现象也得到了制止。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只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觉得有奔头，他们才能安居乐业。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开始动起了改革的脑筋。
我后来把在嘉定的改革归纳为：五个步骤，两个穿插，四年三改革。
所谓三改革，分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熟”改“两熟”、试办农工商一条龙。
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启动最早，也是最关键的。
其他两个改革则穿插在其中的。
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前后大致分五个步骤，每一步都有不同的工作重点。
而整个改革的突破点，我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选择了饲养业。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1978年春，我在马陆公社（现在的马陆镇）蹲点，酝酿进行改革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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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陆公社下面的北营大队有个养猪场。
这个养猪场和全县其他养猪场一样，连年亏损，饲养员的工资都发不出，还需要农业补贴。
当时，养猪场31个人，主要是养猪，共有肉猪230头、母猪58头，还有一些奶牛、蛋鸡。
上年收入24900元，支出30500元，亏本将近5600元。
大队干部和饲养员都唉声叹气，一筹莫展。
我决定在这个养猪场搞承包改革试点，公社党委也表示同意，我向县委汇报后，这件事情就定下来了
。
试点确定下来以后，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和饲养员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开始大家都很拥护，说好。
问到谁愿意出来承包，大家则面面相觑。
一阵议论后，有一位年纪稍长的饲养员，名叫何小第，站出来说：“我来承包。
”旁边两个年轻些的接着说：“我们两个做助手。
”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就这样，嘉定县的农村改革迈出了第一步。
当时，我也不知道，这场改革的结局会如何。
但是，我对基层干部和农民很有信心。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何小第和生产大队签订承包合同后，就带着两个助手把铺盖搬到养猪场
去了，吃在养猪场，睡在养猪场。
他们承包后，把养猪场的人员做了整顿，调出5个到种植业，又新增一个项目：种食用菌。
何小第的老婆在家种地，见他既不回家种地，也不回家吃饭，儿子也不管，只管养猪，很担心，难免
有一些怨言。
何小第人比较老实，话不多，他只说：“你等着看好了。
”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当时的承包方式叫“五定一奖”：定人，定饲料，定成本，定毛猪（
即母猪的产仔率），定报酬，超产奖励。
到了1978年冬天，养猪场结账。
母猪下小猪的产仔率，每头平均20头，比上一年提高了29.4％；出售苗猪130头，比上一年增加了27.3
％；肉猪平均180斤，比上一年平均增重65斤；整个猪场的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8％。
上一年养猪亏本，光饲料就亏欠4万斤，现在不仅把4万斤饲料全部补上，养猪场人员的工资都自己发
，还向大队上缴了公积金，这就做到“分配有余”了。
按照承包合同规定，三位承包的饲养员一共奖励120元钱。
何小第得80元，两名助手各得20元。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这件事太新鲜了！
根本用不着谁发布，这件事就在嘉定全县传开了。
很快又有了新闻，承包人何小第表态，不敢拿奖金。
他说：“一个中等劳动力一年顶多做260天，一天只有三毛钱，一共是78块钱，我的奖金就超过一个劳
动力。
我已经拿了工资，另外再拿奖金，这不是两极分化了吗？
”何小第的老婆也讲：“你拿了，别人不批你吗？
”又有人说，何小第的奖金定高了，他不应该拿这80块，现在要纠正。
这样，全公社甚至全县都议论开了，成了特大新闻。
“平均主义”搞了这么多年，现在冒出这么一个“出头鸟”，大家觉得十分新鲜。
这时有人担心这件事闹大不得了，建议我做一个报告，定个性。
我说，我不但不做报告，并且要在全县放开讨论，题目就是：这80块奖金，何小第到底该得不该得？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经我这一“鼓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都议论开了，很快引起了新闻
媒体的关注。
《解放日报》、《文汇报》，甚至《人民日报》都做了报道，讨论嘉定实行承包制以后奖金该不该拿
的问题。
《解放日报》加了个按语，说这个事情讨论得好。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亲历>>

《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解放日报》还要积极，说讨论是一种马列主义的方法，是思想解放的方法。
如此一来，这个问题就不仅是一家养猪场经营模式改革的问题，还上升为思想解放的大问题。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虽然媒体的报道对奖金是否该拿并没有明确表态，但经过这么一场大讨
论，何小第胆子大了，奖金也敢拿了，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拥护他拿，讲不该拿的声音越来越小。
后来大家不但讨论这80块钱该不该拿，还讨论全县两千多个养猪场都搞承包的问题。
根本无须县委去推广、动员、布置，群众就自发找上门来要求承包。
县里就此开了一次会，向各饲养场介绍北营大队养猪场的经验，然后同意把全县的养猪场全部承包出
去。
第二年，全县养猪场由上年亏损161万元一跃变成盈利710万元，打了一个大翻身仗。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说实话，在北营大队搞承包试点的时候，我也有不小的压力，不是来自
政治方面，主要是担心承包后养猪场毹否扭亏为盈。
如果不能，改革就失败了，后面工作就更难做了。
当时具体负责此事的是马陆公社的副主任张彪（后来到崇明任副县长），他工作很有经验，群众威信
也高，当时也有很大压力。
在养猪场承包试点成功后，嘉定县的空气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万马齐喑变成人人争先。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1978年的这场大讨论，在嘉定县的改革进程中意义很大。
它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为后续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与养猪场承包改革几乎同时启动的是种植业的“承包到组”改革，这也
是先搞试点。
时间在1978年春夏之交，我选择嘉西公社皇庆大队第三生产队为试点单位。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生产队，有五十多户人家。
我按十户一个组的方式，分了五个长年固定组。
全队一共270亩地，按每个小组把地固定下来，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责任制。
年终结算时，组组超产，家家得奖。
1979年春，改革继续推进，实行“三包一奖”，除包产外，还包工、包本。
这个队基础较好，不但种地，而且有副业，养鸡、养牛、养猪，都是集体养的。
组里不仅承包了种田，也承包了养猪、养鸡等副业。
到了当年秋天，皇庆三队每个组都获得超产奖励，平均超产达　　11％，家家户户都高兴。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皇庆三队成功以后，我召开了一次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公社、县四级
干部大会，介绍北营养猪场和皇庆三队的承包经验。
这样生产队长都活跃起来了。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两次试点的成功，不仅壮了农民的胆，也壮了我的胆。
我对承包责任制没有顾虑了，坚信肯定能成功。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皇庆三队的经验介绍以后，嘉定县搞“承包到组”的生产队到1980年春
发展到103个，但只占全县生产队的4.4％，还是少数。
为什么呢？
因为与饲养业不一样，种植业是农民的主业，很敏感。
很多农民还是怕被说成单干，怕被“戴帽子”。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但是改革的脚步，已经停不下来。
一旦思想解放，群众的智慧就推着改革深入发展。
1980年，“联产到劳”的承包责任制在嘉定悄然出现。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联产到劳”这个称呼是农民的发明，即承包到劳动力，实际上就是包
产到户了，因为承包到劳动力是按户来操作的，夫妻两个你包五亩，我包四亩，但最终还是合起来一
起种地。
只是当时还不敢叫包产到户这个名字。
我们从5个公社分别选了一个生产队，进行联产到劳承包制的试点。
试点的农户一听介绍，积极性都很高，说干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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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养猪场承包试点到“承包到组”再到“联产到劳”，三个承包改革步骤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
相继实施。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联产到劳”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这样做到底是否可行？
很多人，包括生产队长还是有顾虑的，全县干部开会的时候就发生了争论，有的说能搞，有的说不能
搞。
我提议大家不要坐在这里讨论，应该下去听听实际的反映。
于是，那年夏天，嘉定县县级机关、各委办局和各个公社、镇的负责人，全部组织起来，分成5个组
，分别到进行试点的5个生产队去调研，去问老百姓。
当时我们把那个夏天称为“不平凡的夏天”。
调研前后搞了一个月。
回来后我们再开会讨论，大家的口气就不一样了。
认识基本得到了统一：联产到劳只会搞好不会搞坏。
这样一来，搞联产到劳的生产队由5个一下子发展到785个。
不过，仍有不少生产队没有动静，还在观望，但他们也不是反对，只是在动脑筋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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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注重事件在体制上和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和变革，挖掘了有价值的、
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细节，并突出个人经历色彩，讲述者随事件起伏浮沉，个人的悲欢忧喜、所思所
想也跃然纸上。
因此，这部口述史具有文献价值，为上海改革开放30年留下一批重大事件亲历者的珍贵记忆，丰富人
们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认识。
同时，由于描述个人体验的历史感和生动性，突出观念的冲击与创新，让人们从中真实地透视30年来
上海思想观念的演进和变化，凸显了作品的思想认识价值，并留下深沉的历史感。
　　著名新闻人、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主持人，曹景行领衔采访，“上海三十年”大型口述历史项
目文本精粹。
　　聆听亲历者讲述，触摸历史事件细节，感悟上海三十年变迁。
　　这是一部兼具思想性、人文性、史料性和可读性的有特色作品。
它选择上海3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产生过全国重大影响的关键事件、关键人物，以亲历者口述形式，真
实、生动、具体地重现历史事件，涉及上海经济、政治、文艺、教育、新闻、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
在改革开放前期关键阶段带有突破性、开创性意义，引起过广泛的争议，具有标志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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