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拨乱反正与新局面的开创 

（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

错案的步伐。为遭受冤屈的一批老革命家和各界知名人士恢复名誉，为“文化大革命”中形

成的重大冤假错案平反，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重大案件进行清理和纠正。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980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由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联合开展的对刘少奇冤案的复查工作，历时一年时间，根据事实，完

全推翻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恢复了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

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1980年 5月 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对刘少奇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 

这一“文化大革命”中最大冤案的平反，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经过大量艰苦细

致的工作，到 1982 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在此过程中，党的实

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 

（二）调整社会关系 

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党还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

了一系列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受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影响而造成的历史遗留问

题，有步骤地进行了清理和解决，有效地调整了各方面的社会关系。 

1979年 1月 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

题的决定》，从 1979 年 1月起，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使这些人从此开始了政

治上的新生，在全国范围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 月 17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

策的请示报告》，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威望。 

11 月 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

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按照文件精神，七十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

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被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份。 

1979 年 4 月，中央召开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系统重申党的民族政策，推动了民族工作

领域的拨乱反正。1982 年 3 月，中央印发关于宗教工作的文件，对新时期的宗教工作奠定

了重要的理论政策基础。 

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部门发出多个文件，保护侨胞的合法权益，褒扬

他们爱国、爱乡的热情，对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高度重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教

育科学文化事业开始呈现勃勃生机。 

调整社会关系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彻底纠正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上的“左”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活动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开始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统一战线更加

扩大和巩固。 

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正确处理党内和人民内部的一系列矛盾，有效调动了全

党同志和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1979 年 9 月 29 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

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党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工作之处就提出要体现三条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

思想，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第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

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

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分八个部分，围绕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

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中心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32 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

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

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的伟大意义。 

《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

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

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

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决议》第一次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作了概括，实质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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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产生了深远影响。《决议》的通过，

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四）新局面的开创 

伴随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开始逐步摆脱困境，呈现蓬勃

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党高度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调整政策，

采取措施，推动这些方面工作的发展。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1980年 1月，邓小平指出“要永远坚持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80年 7月 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我们的文

艺工作总的口号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为”方向）。“双百”方针

和“二为”方向，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逐步增加教育经费，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

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科学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成就。1981年 9月 20日，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

发射一组三颗卫星进行空间物理探测，由此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这种“一箭多星”技术的

国家。我国成功实现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使我国在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研

究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1979 年 1 月 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

一起，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大力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政

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日常管理和军队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经过艰苦努力，党和国家事业从“文化大革命”之后两年的徘徊前进状态中走了出来，

迈上健康发展轨道。许多领域取得重大建设成就，社会生活呈现新的面貌，人民群众因此而

取得了对改革开放的共识，增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