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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大家庭
1955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

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宣布成立。到1965年，加上新中国成立前就已
经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我国一共建立了五个民
族自治区。

在统一共和国的框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起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我
国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各民族呈现出“大杂
居、小聚居”的特点，中共中央决定在我国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
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
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
种民族自治机关”。1952年2月政务院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
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及行政地位做了规定。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整套符合实际的民
族政策的实施，为处于游牧状态的少数民族定居
下来过上文明幸福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世世代
代游猎的鄂伦春人，建立了定居地，快乐地搬进
了新房。长期过着老林栖身、兽皮遮体、野果充
饥悲惨生活的苦聪人，走出林海，落户定居。

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务院于1950年
11月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
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1951年6月11日，
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开学，各地也都建立起民族学
院。少数民族干部源源不断地走上各级领导岗
位。经过党和政府的努力，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开始形成，民族地区的社会经
济文化都有了很大进步。

建设革命化、现代化、
正规化的国防军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从
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

27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将授予元帅军衔的命
令状依次授予朱德、彭德怀等战功卓著的高级将
领。随后，毛泽东又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
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人民革命战争
各个时期的有功人员。同日，国务院也举行了授
予将官军衔的典礼，周恩来把授予大将、上将、中
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分别颁发给粟裕等在京的
将官。此后，各大军区也先后举行了授衔仪式。

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宣告：“在英勇的经过了
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
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
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949年11月，空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翌年4月又
建立了海军领导机关。空军、海军正式成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军种。1950年，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
空部队、公安部队的领导机关也相继成立。此后，又
建立了铁道兵的领导机关。

经过几年的努力，空军建立了航空兵师和其
他勤务部队，海军建立了水面舰艇和航空兵部队，
陆军各技术兵种也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人民解
放军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
变。火箭和喷气技术、原子能技术等国防尖端科
技开始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学院、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军事工程学
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等适应培养现代作
战人才的各类院校陆续建立起来，初步形成了比
较完整的院校体系。

至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
建设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

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
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
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大地上到处张灯结彩，
锣鼓喧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
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
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
行。农业一般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手工业一般
经历了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
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大
体经过了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
加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
发展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及完成以后，国家
先后以“四马分肥”和支付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
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超过
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这种做法，得到了民族
资产阶级的拥护。

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
农户总数的96.3％；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
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全国私营工业户数
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
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至此，中国农业、手工
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新的
经济基础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
教育科学文化体制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
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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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探索
中国自己的路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
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
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
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
关系》的讲话中告诫全党“以苏为鉴”，思考和探索
自己的道路。此后，党和政府进行了多方面探索。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
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
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

“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中共中央先
后发出多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件，推动了全
国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全国一时掀起了一个贯
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热潮，吹响了“向现代
科学进军”的号角。

为了发展文化和科学，5月初，毛泽东在最高
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
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
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

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
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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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
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
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1956年，是新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的开端。这一年的许多重大举措，对以后的历史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6年起，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
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
出要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酝酿开展全党整
风。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必
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
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
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讲话为全党整风作了思
想发动。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
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党员
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
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但在整风过程中，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
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
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
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
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
始发生变化。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
争猛烈地开展起来，直到1958年夏基本结束。

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
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
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
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许多同志和朋友因
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
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面拨乱反
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

“急急忙忙往前闯”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

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
以及“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
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
经济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
速度、不断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

“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大跃进”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高

指标，并推动生产关系急于向所谓更高级形式过渡。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

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会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
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
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为了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全国城乡掀起轰轰烈
烈的全民大炼钢铁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全国农村
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很多地方不顾实际
地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试点“向共产主
义过渡”。

1958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过调
查研究开始觉察到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从11月
起，领导全党着手纠正错误。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
有所转变，但“左”倾错误没有彻底纠正。在1959
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批判了
彭德怀等人，随后开始了“反右倾”斗争，造成整个
形势的逆转。

党从良好愿望出发，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
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新的局面。但由于决策本
身的失误和执行中的偏差，急于求成的努力不仅没有
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遭受到重大的挫折。

从“和风细雨”
到“急风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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