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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改革开放拉开大幕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

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

飞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

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

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先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严

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左”的指导思想不能得到根本纠

正。对此，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提出批评，倡导实事

求是。1978 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公开发表

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作出改

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了必要的思想

和理论准备。

1977 年冬天关闭 11 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重新打开。

1977 年冬和 1978 年夏，高考参试总人数达 1160 万人。高考

制度的恢复，不仅成为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也成为一



个国家与时代发展的拐点。1978 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

1 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陈景润这个名字家喻

户晓，激励人们走向科学和知识的春天。当年 3 月，在全国

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所发表重要讲话，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

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掀开了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新

篇章。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对随之而来

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

一次长达 35 天的工作会议。会议原计划讨论经济方面的问

题，但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明确提出，首先要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要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进行讨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由此改变了会议原定的议程和内容。在会议闭幕式上，

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

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

报告，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978 年 12 月 18 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隆重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

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

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

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

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决定从 1979

年 1 月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

开放的伟大序幕，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标志着党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的伟大觉醒。

完成拨乱反正任务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 1982 年底期间，党和国家

有步骤地完成拨乱反正任务，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历

史遗留问题和实际中出现的新问题，基本完成了各方面社会

关系调整工作。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党员干部重新走上工

作岗位。团结一致向前看，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局面基本形成。

1981 年 6 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经过审议并一致通过。《决议》对

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28 年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对新

中国成立以来 32 年的历史作出了基本总结，从根本上否定

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

论。《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决维护了毛泽

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统一思

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决议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

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

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

点，做了 10 个方面的概括和总结，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

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科学指明了

新起点上中国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前进方向。

调整经济政策与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

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党中

央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和五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

心发展国民经济的具体措施。通过经济调整，从 1981 年起，

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

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由于多年来农村

工作中“左”的政策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全国还

有 2.5 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面对严峻的农村经济形势，

许多地方大胆进行了农村改革探索。1978 年夏秋之际，安徽

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中共安徽省委作出了支持“借地

度荒”的决定，在“借”字的启发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

产队等一些地方和农民自发实行包干到组或包产到户责任

制，这种“包干到户”简单易行做法在多地进行了推行。党

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

问题的决定》和 1982 年党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纪要》，则为农村体制改革打开了政策大门。在党中央大力

支持下，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猛发展，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 年，我国农

业获得少有的大丰收，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

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为其他领域的改革作出了示范、

积累了经验。1978 年 7 月，一场打破“铁饭碗”的改革悄悄



在广东清远氮肥厂试行，取得成功，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习仲勋总结的“清远经验”震动全国。1979 年 4 月，党中央

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大型国营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

主权改革试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在全国推开。

推动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给各国发展创造

了机遇。1978 年 10 月 10 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新闻代表团时，明确使用了“开放”一词，提出是向世界

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在 1978 年，我国共有 12 名国务院副总

理率团出访国外约 20 次，共访问了全世界 51 个国家。邓小

平也在此期间先后出访了日本、新加坡。各代表团、考察团

回国后，也纷纷提交报告，建议在借鉴西方先进发展经验的

同时，加快引进国外资金和西方先进技术，更好地促进我国

经济建设，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

在 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了广东省

委负责人关于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汕头开办出口加工

区的建议，赞同这一设想，认为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

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两个多月后，

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

多的自主权，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

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 年 5 月，将“出口特区”改名为

“经济特区”，同年 8 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

置经济特区。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经

济特区快步发展，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创



办经济特区，是坚持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实践创新，在体

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

作用。与此同时，党中央还依托有利的国际环境，通过积极

引进利用外资、改革对外贸易体制等重大举措拓展了对外开

放。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针对严

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种种体制弊端，党中央深刻总

结历史经验，进一步酝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采取了恢

复设立中央书记处、恢复和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恢复被取消多年的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下发《关于高级干部

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出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实行干部退休制度、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等一系列重

大举措，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解决了干部新老交替问题，

为推动改革开放提供了组织保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经过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

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实

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1、1977 年冬天关闭（）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重新打开。

1977 年冬和（）年夏，高考参试总人数达 1160 万人。高考

制度的（），不仅成为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也成为

一个国家与（）发展的拐点。 （0~20 分）



A. 10 （0 分）

B. 11 （5 分）

C. 1978 （5 分）

D. 恢复 （5 分）

E. 时代 （5 分）

2、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

一次长达（）天的工作会议。会议原计划讨论（）方面的

问题，但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明确提出，首先要解决（）

遗留问题，要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进行讨论，确立（）的思

想路线，由此改变了会议原定的议程和内容。 （0~20 分）

A. 30 （0 分）

B. 35 （5 分）

C. 经济 （5 分）

D. 历史 （5 分）

E. 实事求是 （5 分）

3、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为其他（）的改革作出了示范、

积累了经验。1978 年 7 月，一场打破“（）”的改革悄悄

在（）清远氮肥厂试行，取得成功，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

记习仲勋总结的“（）”震动全国。 （5~20 分）

A. 领域 （5 分）

B. 铁饭碗 （5 分）

C. 广东 （5 分）



D. 清远经验 （5 分）

4、在 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了广东省委

负责人关于在毗邻（）的深圳、珠海和汕头开办出口加工

区的建议，赞同这一设想，认为这是一种（），是中国实

施开放政策、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0~20 分）

A. 邓小平 （5 分）

B. 港澳 （5 分）

C. 新思想 （0 分）

D. 新思路 （5 分）

E. 经济 （5 分）

5、创办经济特区，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实践创新，在

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中发挥了重要窗口

作用。与此同时，党中央还依托有利的（）环境，通过积

极引进利用外资、改革（）体制等重大举措拓展了对外开

放。 （0~20 分）

A. 敢为人先 （5 分）

B. 经济开放 （0 分）

C. 对外开放 （5 分）

D. 国际 （5 分）

E. 对外贸易 （5 分）

提交



党员学习暨测评成绩信息表
序号 姓名 测评成绩 序号 姓名 测评成绩

1 李立庆 100 22 韦琦 100

2 刘彦寿 95 23 王武天 100

3 金磊 100 24 刘玉平 100

4 郭建华 100 25 张立志 100

5 崔小伟 100 26 侯金钟 100

6 张兴茂 100 27 张军 100

7 张镇 100 28 潘金平 100

8 周宏卫 100 29 王彦平 100

9 聂鑫 100 30 王勤 100

10 张晓桐 100 31 王天鹏 100

11 马明 100 32 杨诗栋 100

12 何纪平 100 33 宗宏三 100

13 李德文 100 34 吕兴潮 100

14 付志义 100 35 梁建仓 100

15 马健业 100 36 李进新 100

16 余枭 100 37 沈渊 100

17 田盛涛 100 38 王金瑞 100

18 马维克 100 39 韩东润 100

19 冯志军 95 40 杨自江 100

20 魏金宝 100 41 刘一涛 100

21 赵杰 100 42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