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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三年困难时期的救灾工作关

尚长风 刘 春

提 要 】由于政策失误以及 自然灾害等原因 , 年一 年 三年困难时期 , 我

国发生严重灾荒 。 年 , 陈云因为领导 “反冒进 ”, 曾受到严厉批判 , 处境艰难 。在灾荒

早期 , 陈云就出现的问题 , 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 , 力求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当灾荒全

面暴露以后 , 陈云把缓解灾情 、 安排好人民生活作为 自己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 。为此

陈云提出了一系列救灾措施 。主要有 紧急进口粮食 、 精简城镇人口 、 救济城镇人 口 、调

整党的农村政策等 。

【关键词 】陈云 三年困难时期 “反冒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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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历史背景

早在 年 , 由于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急躁

冒进 , 周恩来 、 陈云等提出既要反保守 , 又要

反冒进 。但是 , 在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 ,

这种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正确方针 , 受到了错

误的批判 。陈云因此被迫多次检讨 。 “大跃进 ”

运动开始后 , 陈云虽然担任财经小组组长 , 但

已经失去对经济工作的主导权 。

由于 “大跃进 ” 运动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 ,

年一 年 , 我国遭遇严重饥荒 。 年

与 年 相 比 , 粮 食 的人 均 占有 量 下 降

。①全国城乡大面积出现浮肿病现象 , 有

的地区出现非正常死亡情况 。

陈云较早发现 “大跃进 ” 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带来的问题 , 多次冲破各种阻挠 , 采取力所

能及的措施 , 以图缓解灾荒 。 年 月 , 面

对严重的经济困难 , 毛泽东想到了陈云 。他说 ,

国难思 良将 , 家贫思贤妻 , 经济工作还是要陈

云出来 。②

但是 , 由于当年庐山会议后开始了 “反右

倾 ” 运动 , 陈云再次被指为 “右倾 ”, 处境愈加

被动 。所以 , 年 月到 年 月 , 陈云

一直没有担负实际工作 。③
年 以后 , 严酷 的灾情 暴露 出来 。

月 , 毛泽东作 《十年总结 》, 他说 “ 年周

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 大部分

指标 , 如钢等 , 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 , 多么好

啊 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 , 指标高了 , 以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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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完成 。”①在这一讲话中 , 实际上毛泽东就

批判 “反 冒进 ”, 间接地向周恩来 、 陈云作 了

自我批评 。此后 , “大跃进 ” 运动逐渐僵旗息

鼓 , 国民经济进人了调整的轨道 。陈云的政治

处境也有所好转 , 为缓解已经出现的饿死人 、

浮肿病等严重局面 , 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措施 。

二 、 首倡并领导进口粮食工作

建国以后到 年 , 中国一直是粮食净出

口国 , 每年出口相当数量的粮食 , 以换取外汇 ,

加快工业化进程 。然而 , 为应对突发的灾荒 ,

陈云提出的第一个应急之策就是进口粮食 。

一 首倡进口粮食

年底 , 陈云经过考察 , 发现粮食生产

短期不可能恢复 。在很难渡过饥荒的情况下 ,

陈云考虑进 口粮食问题 。当时 , 提出这一意见

是有风险的 。因为过去我们把进口粮食同 “卖

国贼 ”、 “修正主义 ”相联系 。但是 , 不进口粮

食 , 人民就要挨饿 。因此 , 陈云大胆主张进 口

粮食 。

根据陈云的意见 , 年 月 日, 李

先念给毛泽东 、周恩来等写信 , 正式提出进口

粮食的建议 。李先念在信中说 “面临着明年春

荒的困难 , 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 。克服这个

临时困难的办法 , 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 ,

考虑进口 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

要的 。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 , 对争取国内粮

食局势的基本稳定 , 渡过灾荒大有好处 。” 毛泽

东于 月 日晨批示 “退先念同志 。完全同

意 。能进口二十亿斤 , 更好 。',②

为了迅速而有效地缓解粮食紧张状况 , 陈

云主张 “进 口粮食 , 能进多少就进多少 , 我以

为要 吃̀饭第一 , 建设第二 ' 。”③陈云的意见为

中央所接受 。因此 , 粮食进口的规模迅速扩大 。

年 月 日, 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

作出了 年进 口粮食 万吨 、 翌年进 口

万吨至 万吨的决定 。④

为降低粮食进 口成本 , 陈云还提议通过第

三国转口美国粮食 。当时美国是世界粮食市场

的最大供应国 , 报价也较低 , 但出于众所周知

的原因 , 在选择进 口国时有意回避 。 年上

半年 ,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宣传 本国 自

然灾害 , “放出卖粮食不能迟期付款的空气 可

能还要涨价 ”。⑤在这种情况下 , 陈云考虑到经

济上的合理性 , 认为国家宝贵的外汇应当精打

细算地使用 。在 年 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

议上 , 陈云向毛泽东提出 , 可否通过当时同中

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 , 毛

泽东表示可以 。⑥不久后 , 美国粮食也通过转

口, 源源不断地进人中国 。

二 指导进口粮食的接卸工作

由于灾情来势凶猛 , 能否把进口粮食及时

运到缺粮地区就成为性命枚关的大事 同时 ,

当时港口的吞吐和运输能力都很薄弱 , 因此 ,

进口粮食的接卸 、 转运困难很多 。

为了安排好进 口粮的接卸工作 , 年

月 , 陈云不顾身体虚弱 , 到天津新港码头调查 、

指导进口粮食的接卸工作 。针对出现的问题 ,

陈云于 月 日写信给周恩来 “新港码头去看

了一下 , 估计外 国轮船可能不 同意我们用铁

抓̀斗 ', 因为容易碰坏船 。这次捷克船就碰坏

了三处 , 修好后 出港 。不用铁 抓̀斗 ' , 就用

帆̀布抓斗 ', 由于不能 自动化的 抓̀ ' 、 放̀ ',

工效差百分之五十 , 这就可能延长卸粮时间 。”

周恩来也十分重视这件事 , 第二天就将陈云的

信批送刘少奇 、彭真 、谭震林阅 。⑦

使用 “帆布抓斗 ”, 虽然减少了撒漏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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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布抓斗 ” 速度较慢 。后经沈鸿和粮食部的傅

立民共同研究 , 突击抢制出了真空吸粮机 , 把

粮食从船上吸出来 。①另外 , 中国在订货时也要

求外方提供真空吸粮机 。这就不仅克服了粮食

撒漏现象 , 而且卸运速度大为加快 。陈云亲自

过问并亲临视察到港粮食的卸船和接运情况 ,

可见他对进口粮食工作的重视和细心 , 促进了

粮食接卸工作的改进 。

陈云大力推动的粮食进口工作 , 使国家在

解城市粮食供应 “燃眉之急 ” 的同时 , 减少了

对农村的粮食征购 , 从而有效缓解了城乡粮食

紧张局面 。

三 、 主张精简城镇人 口

受 “大跃进 ” 中浮夸风的影响 , 城市人 口

迅速膨胀 。最大恶果是对商品粮的需求急剧增

加 。因此 , 在 年 、 年粮食产量连续减

产的情况下 , 粮食净征购量仍然提高到占粮食

总产量 的 。 和 , 远高于 年

的水平 。②高征购使农 民口粮普遍严重

不足 。

陈云一贯主张限制农村劳动力盲 目来到城

市 。早在 年 月 , 陈云就明确提出 , 要把

从农村多招的工人精简回农村去 。他在给中央

财经小组的信中指出 , 要认真精简去年多招收

的工人 。企业增加职工 , 就要随之增加购买力 。

在农村增加劳动力 , 相应地增加购买力并不可

怕 , 因为 同时会 增加 一些农 副 产 品的供 应

数量 。③

尽管形势严峻 , 但大规模精简城镇职工意

味着工业化进程的倒退 。一些经济部门的领导

干部 , 几年来习惯于铺摊子 , 对存在的困难认

识不足 , 还在等待观望 。以致有些厂长议论道

“调 整减人 , 举 棋不定 , 思 想混乱 , 工作被

动 ”。④

针对上述情况 , 陈云作了深人的思想动员

工作 。 年 月 日,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就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 一个是继续挖农

民的口粮 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 。两条路必须

选一条 , 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我认为只能走

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陈云进一步分析道

“工人头一年下去 , 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

斤粮食 , 下去 万人就是 亿斤 , 〕

万人就是 亿斤 。这是第一年的差别 。更显著
的差别还在第二年 。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

老家 , 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 ,

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 , 加上 自留地有收成了 ,

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 。这样 , 下乡 。

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 亿斤 , 万人就是

亿斤 。” 他还指出 , 工人回乡 , 总可以生产出

一些东西 出来 , 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它农副
产品 。⑤

陈云的讲话 , 使与会者对粮食问题的严重

性和动员城市人 口下乡的必要性 , 有了更明确

的认识 , 坚定了精简城镇人口的决心 。这次中

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 要在 年年底

亿城镇人 口的基数上 , 三年内减少城镇人 口

万人以上 , 年内争取至少减 万

人 , 年至 少 万人 , 年上 半 年

扫尾 。⑥

年初 , 灾情有所缓解 , 有的领导干部

对精简职工必要性的认识有所动摇 同时 , 这

一时期需要精简的职工已在城市长期居住 , 对
回到农村有较强的抵触情绪 。针对这些情况 ,

在西楼会议上 , 陈云指 出 减少城 市人 口 ,

“精兵简政 ”, 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

施 。 ……要精简的职工 , 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 ,

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 。减下来后都要作适当的
安排 。如纺织工人 , 大多是城里人 , 现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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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厂不能开工 , 也只能多做思想工作 , 把道

理向工人说清楚 。①

陈云的观点鲜明有力 , 推动了精简工作的

深人开展 。据统计 , 自 年 月到 年

月 , 全国职工减少 万人 , 城镇人 口减少

。万人 , 吃商品粮人数减少 万人 。②由

于城镇人口减少 , 粮食购销量相应减少 。农 民

留粮水平由 年的人均 公斤 贸易粮 ,

下同 , 增加到 年的 公斤 。③这对于缓

解农村灾情具有重大意义 。

四 、 救济城镇人 口

年下半年以后 , 农村灾情逐步暴露 。
这样 , 国家已不可能从农村征购到足够的粮食

供应城市居民。因此 , 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大幅

降低 , 饥谨由农村向城市蔓延 。连一向十分有

保障的城市机关干部的生存也受到威胁 , 如

“山东省财政厅现有人员 人 , 得浮肿病的有

人 , 占总人数的 。 ……浮肿病的情况 ,

其它机关也有 。”④不安情绪在城市居民中蔓延 。

许多职工在工作当中敷衍了事 、节省体力 下

班后 , 则千方百计地去搞吃的。城市中的工作

受到很大影响 。

面对这种局面 , 陈云十分担忧 。他认为 ,

目前 , 这样的问题 , 是国家大事 。如 。。多万

人身体搞得不好 , 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 , 群

众是会有意见的 。⑤为此 , 陈云提出了一些应对

办法 。

一 增加居民营养

针对城市居民中浮肿病人增多的情况 , 陈

云提出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 斤大豆 ,

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 。他认为这个

办法 , 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 , 而且可

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 。有了豆子吃 , 或

者换豆腐吃 , 就可以不买或少买 自由市场上的

高价副食品。

陈云经过计算 , 认为 , 亿城市人口, 实行

这个办法 , 每年需要 亿斤大豆 。我国每年大

豆的产量 , 在 年 以前是 亿斤左右 ,

年是 亿斤 , 拿出 亿斤来供应城市 ,

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

一点 。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 。多万人
口中实行 。⑥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居民的营养水平 。陈云

提出 , 拨一点钢材 , 制造一些机帆船 , 增添一

些捕鱼网具 , 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 。如

果 年增产 巧 万吨鱼 , 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

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 。陈云还

设想 , 除了每人半斤鱼 , 到 年年底 , 大中

城市的 。。多万人 , 每人每月可以增加半斤

肉。他根据姚依林提供的情况说 , 当年计划收

购 万头猪 , 每头按 斤净肉计算 , 共有

亿多斤 。这样 , 鱼 、 肉两项 , 口之家一月就有

斤 。⑦

二 级解通货膨胀

在饥荒的背景下 , 通货膨胀加剧 , 而职工

工资没有上涨 , 这加重了城市居民生活困难 。

正如陈云所指出的 “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

降。吃的 、 穿的 、 用的都不够 , 物价上涨 , 实

际工资下降很多 。”⑧
治理通货膨胀 , 成为缓解城市紧张状况的

当务之急 。为此 , 陈云主张出售高价商品 。早

在 。年 月 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关

于饮食业实行凭证供应的意见 , 同意保留少数

高级饭馆可以不凭票 , 实行高价销售 。这一办

法逐渐在一些大中城市推广 。后来又增加了高

价糕点 、高价糖果 。

年 月 日,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①

②

《陈云文选 》第 卷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苏维民 《杨尚昆与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市人口和职工 》,

《百年潮》 年第 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 《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一 》, 农业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中央批转开封 、济南二市发生浮肿病的材料 ”, 年

月 日。

《陈云文选 一 年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中国工业五十年

四 》上卷 , 中国经济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陈云文选 一 年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孙业礼等 《陈云的非常之路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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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 , 对出售高价糕点 、 高价糖果十分支持 ,

鼓励商业部门放手卖 。陈云认为 , 在供应紧张

的时候 , 总要网开一面 。陈云总结了这样做的

三大好处 , 一是可以缓和人心 , 二是可以增加

点营养 , 三是可以回笼货币 。①

出售高价商品的举措 , 实际上是利用市场

的办法解决问题 , 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据曾参

与高价商品出售的薛暮桥回忆 陈云建议出售

高价糖果点心 、开高价饭馆 、出售部分高档的

高价工业品 , 借此回笼货币 , 稳定物价 。在三 、

四年间靠出售高价商品共计多回笼货币 亿

元 , 相当于 年货币发行总额的 , 为稳

定物价创造了条件 。②

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 , 通过给城市居民供

应少许黄豆 、 肉类 , 以及缓解通货膨胀 , 有效

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 。

五 、 调整党的农村政策

三年困难时期灾荒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政策失误造成的。因此 , 为了从根本上克服

灾荒 , 陈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政策

调整建议 。

一 主张减少粮食征购

从 年代初起 , 为加快工业化 , 国家向农

村大量提取生产剩余 。占有农业剩余的主要手

段是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 “大跃进 ” 时期 ,

受浮夸风影响 , 许多地方虚报粮食产量 , 导致

了超额征购 。在实行统购统销之后 , 按正常的

征购率 , 中国农村居民的留粮也仅能维持基本

的生存需要 。因此 , 在粮食产量下降的情况下 ,

高征购率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

面对这种局面 , 陈云指出 , 农民最后还是

要看我们征购多少 。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 ,

农民还是吃不饱 , 那末 , 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

会高 。③

由于各地灾荒严重 , 征购粮食的主要对象 ,

只能是少数高产的地区 。针对这种情况 , 陈云

指出 , 向他们多要 , 一年还可以 , 长期下去不

行 。像黑龙江 、 杭嘉湖等商品粮产区 , 如果长

期吃粮标准很低 , 他们增产的积极性就没有了 ,

高产区会变成低产区 。全国高产县并不多 , 浙

江省有 个县 , 担负 了全省征购粮 总数的

。江苏省苏州专区 个县 , 征购 亿斤稻

谷 , 上缴中央和供应南京市的粮食 , 主要靠这

个专区 。把这些高产区的积极性打下去 , 对我

国农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

他指出 , 再挖下去 , 农民口粮不够 , 人会

把饲料拿来吃掉 , 牲 口势必继续大量死亡 , 这

对农业的损失就太大了 。④ 当时农村主要依靠

大牲口耕作

陈云的意见得到中央的赞同 。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这一个粮食年度 , 征购粮

食的实际数是 亿斤 贸易粮 , 下同 , 比上

一个年度 即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实际征购数 亿斤 , 减少 亿斤 ,

折合原粮 亿斤 。全国平均每个农 民少缴售

多斤 , 相当于每人一个月的口粮 。⑤

二 调整农村生产关系

“大跃进 ” 运动中, 全国普遍建立了农村人

民公社 。平均主义泛滥 , 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 。通过调查研究 , 陈云掌握 了大量的

第一手材料 。在此基础上 , 陈云指出 “搞平均

主义 , 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要增产 ,

第一靠政策 。”⑥ “政策问题不解决 , 农民的积极

性发挥不出来 , 其他的措施再多 , 农业生产也

上不去 。”⑦

第一 , 建议为农民留足自留地 。

为了弥补集体经济 的不足 , 早在初级社

时 , 国家就决定留少量 自留地给农 民个人经

参见 《陈云文选 一 年 》, 人民出版社 年

版 , 第 页 。

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编辑组 《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陈云文选 一 年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参见 《陈云文选 一 年 》 人民出版社 防 年

版 , 第 、 页。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 “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 年 月

日 。

朱佳木主编 《陈云年谱 》 下卷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

版 第 页 。

金冲及等编 《陈云传 》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尚长风 刘 春 陈云与三年困难时期的救灾工作

营 。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 , 农民的自留地

被取消 。自留地取消之后 , 农民只有从集体方

面获得活命口粮 。当集体的粮食由于高征购和

公共食堂的浪费等原因而出现不足时 , 农民毫

无后手 。

在青浦 的调查 中 , 陈云发现 , 与当时集

体经济活力不足相 比 , 自留地有着相对较高

的收成 。陈云感慨道 农民有 了自留地 , 我

就放心了 , 不会饿死人了 。农民没有粮食 吃

呀 。中国的农民真好 , 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 。

中国历来农民造反 , 都是在粮食问题上造反

的 。有 自留地 , 农 民就 安 定 了 , 自留地 要

留足 ①

调查结束后 , 陈云向中央写了题为 《按中

央规定留足 自留地 》 的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

“农民种 自留地 , 可以种得很好 , 单位面积产量

比生产队高 。增加一点自留地 , 可以使农民的

口粮得到一些补充 , 生活有所改善 。”②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 自留地实际上成为

农民的保命地 。陈云关于留足自留地的主张 ,

促进了农民自留地的恢复 。这对于尽快走出灾

荒产生了积极作用 。

第二 , 主张母猪私养 。

“大跃进 ” 时期 , 农民私人养猪被看作资本

主义性质的东西 , 屡次予以禁止 。但是 , 集体

养猪 , 由于激励不足 , 很快出现产量 、 质量下

降的问题 。据统计 , 全国生猪的存栏数由

年的 万头下降到 年的 万头 。③

而且出栏的生猪瘦小 , 如供应香港的猪 , 被拒

收 , 说是狗 。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情况 , 中央确

定 “公私并举 , 私养为主 ” 的方针 ,

但是 , 在当时让小生产绝种 的主流观念

下 , 有的地方仍强调集体养猪 。特别是由于私

养母猪会出现农民卖猪仔获利的情况 , 这被认

为是产生资本主义 , 因此多数地方禁止私养母

猪 。例如 , 当时上海不准农民私养母猪 , 把农

民养的母猪都作价 实际是无偿 收归集体饲

养 , 还把这一条提到刹住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

高度 。

年 , 陈云就养猪问题作专门调研 。他

发现 , 无论公猪母猪 , 公养私养 , 农民的积极

性截然不同 。公养猪死亡多 , 苗猪死亡率高达

, 长肉少 , 积肥少 , 浪费稻草 , 浪费劳动

力 。私养猪则相反 , 死亡 少 , 长 肉多 , 积肥

多 , 节省稻草和劳动力 , 一头母猪一年可赚

。。元 。农民私养母猪 , 就像对产妇一样关心 ,

对苗猪就象对婴儿一样关心 , 垫圈时夏天垫青

草 , 冬天垫干草 , 饲料搭配讲究 , 母猪保胎保

得好 。④

陈云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 坚决主张把母

猪迅速给农民私养 。他在给中央写的题为 《母

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 》 的调查报告中明确

指出 “事实告诉我们 , 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

事业 , 必须多产苗猪 而要多产苗猪 , 就必须

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 , 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

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⑤

第三 , 提议实行包产到户 。

在三年困难时期 , 鉴于人 民公社中的平均

主义挫伤了农 民生产积极性 , 为了渡荒 , 一些

地区试办了包产到户 也被称为责任田 。

据 年 月安徽省对 个县的典型调

查 , 实行责任田的 个生产队 , 粮食平均亩产

比上年增长 , 另外 个条件大致相同但

未实行责任田的队 , 平均亩产只 比上年增长

。由于责任田对粮食增产的效果极为显著 ,

到 年 月 , 全国已有 万农户 , 亿农

民实现了 “包产到户 ”。⑥

年 , 陈云在调查时 , 有老农向他反映 ,

秧是插下 了 , 凑合了事 , 插得不好 , 要减产 。

陈云问怎样能不减产 老农说要联系产量 , 包

产到户 , 以促进 田间管理 。这事引起 陈云的

肖冬连 《共和国年轮 》, 河北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陈云文选 一 年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金冲及等编 《陈云传 》 下卷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参见金冲及等编 《陈云传 》下卷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

版 , 第 页 。

《陈云文选 一 年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朱荣等编 《当代中国的农业 》, 当代中国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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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 。

年春夏之交 , 陈云在杭州休养时 , 看

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 , 非常重视 。认为这

与他在农村所见 、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

法是一个路子 。

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 陈云决定向毛泽

东直接建言实行包产到户 。当时 , 党内对包产

到户的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认识 。尤其是 ,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的政策 , 虽同意进行局部

调整 , 但总体上仍是肯定的。对毛泽东提出包
产到户意见 , 政治风险无疑是很大的 。

因此 , 一些人曾经劝陈云慎重考虑 , 不必

急于提出。但陈云鲜明地表示 “我担负全国经

济工作的领导任务 , 要对党负责 , 对人民负责 ,

此事既然看准了 , 找到了办法 , 提与不提 , 变

与不变 , 关系到党的声誉 , 关系到人心向背 ,

怎能延误时机 ', ①

年 月 日, 陈云回到北京 , 立即与

刘少奇 、邓小平等几位中央常委就包产到户问

题交换了意见 , 看法基本一致 。 月 日, 他与

毛泽东谈话 , “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 , 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 ”。②毛泽东

在谈话时虽然没有表态 , 但事后严厉批评这种

意见是主张分田单干 , 是瓦解集体经济 , 是修

正主义 。

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届

十中全会上 , 毛泽东把陈云等支持 “包产到户 ”

的主张批为刮 “单干风 ”, 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严重错误 。陈云因此遭到了长时期的冷遇 ,

离开了最高决策层和实际工作岗位 。

本文作者 尚长风是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讲师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近代史系 届博士 刘春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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