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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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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于
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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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在
走过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头之后，党对于搞建设必须适合中
国国情有了较深切的体验。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
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要使中国现
代化，至少有两个主要特点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
是人口多，耕地少。陈云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
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
不好”。他这样分析我国国情: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
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认清我们是在
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党在调整中坚决纠正前些年经
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并初步总
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
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
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

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
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经济调整首先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根据
党中央建议，国务院颁布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许征购过
头粮、缩小工农业产品差价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
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
为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在其他方面的调整中，党中
央针对“左”的思想阻力和急于求成的习惯心理，做了大量艰苦
细致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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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调整，除理顺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外，更着
重于纠正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全党对“左”的指导
思想和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
国务院提出新的经济发展方针，要求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
的思想指导下一套老的做法，从我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
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
子。这是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农村和企业的改革也迈出步伐。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这看起来似乎是多

少带些偶然因素的事情，实际上却是二十多年来农村生产力一
直要求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结果。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我
国农村的落后面貌长期没有大的改变。为了能够解决吃粮的
基本需要，农民群众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实行过包产
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由于当时认为这是“走资本

主义道路”，致使这种自发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压
制，屡起屡落。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
灾，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
种，不向农民征统购粮的决策。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战胜了特大旱灾，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的行动。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
组。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实行农村联
产责任制。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的一个公社挂出乡人民政
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农村出现的改革势头，虽引起一些人议论纷纷，却得到邓小
平的支持。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两次就农村政策问题同中
央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政策要继续放宽，土地承包给个人不会
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
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
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
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中央的
肯定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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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工作，
如: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
下放给城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
试点等。四川省较早地于1978年10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
的试点。不久，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扩权改革的企业迅速增
加。过去那种企业只按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
品销路和赢利亏损的状况得到初步扭转。在企业扩权试点和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下，不少企业还围绕国家与企业、企业
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厂长负责
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
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这一时期，就业制度
的改革也成效显著。在劳动就业问题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
多年形成的对劳动力统包统配、动员城镇待业青年上山下乡的
做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
的方针，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扶持集体经济，允许个体
经营，创办劳动服务公司，拓宽就业渠道。从而初步解决了多
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
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创办经济特区
为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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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和侨乡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
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
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
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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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
区”，决定在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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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珠海这样往日落后的边陲小
镇、荒滩渔村，不过四年工夫，就变成了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
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改革起步的几年间，新事物接踵涌现。在坚持和完善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新道路逐步展开。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
值平均每年增长7.3%，这是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
调的情况下取得的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
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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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园地

或许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的座右铭记忆犹新，又或许是漠北残
元铁骑的嘶鸣声依旧刺耳，大明王朝
从鼎定江南之初，便着手在这里修建
一座固若金汤的帝都——南京城。单
纯从建筑角度来看，明朝南京城“高筑
墙”是卓有成效的，历经650余年的风
雨战火，至今依然屹立不倒，长达25.1
公里的明城墙得以保存下来。南京明
城墙被称为“世界最长、规模最大、保
存原真性最好的古代城垣”。

主要是因为城墙砖又多又好。
先说“多”，明朝修建南京城墙用

了多少块砖？学者们作了估算，有的
估计是1亿块砖，有的估计是3.5亿块
砖。可以参照同一朝代的保定城墙
推测。保定城墙长12里，也没有南
京城高大。据史书记载，修建保定城
已然耗费砖石数百万块。而南京城
作为明初帝都，号称96里长，不少地
段高度达20余米、厚度达5米，所费
砖石肯定是个天文数字。所以动用
大明王朝1部、3卫、5省、37府、162
州县的人力物力，数十万民工修了整
整28年，耗尽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和
生命，才基本把这座南京城修完。这
一浩大工程也是以明朝开国之初的综
合国力为基石的，到了明朝中后期的
嘉靖、崇祯两朝，几度想修补一下单薄
的北京“京师外城”，都限于人力、财
力、物力没能实现。

再说“好”，明城墙的砖块均由长
江中下游沿江州县烧制，包括现在的
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广
大区域。烧制区域虽广，但规格和质
量基本整齐划一。绝大部分砖块的尺
寸是厚10厘米、宽20厘米、长40厘
米，质量则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
属于古代砖料的上乘之作。特别是产
自江西的白色砖石，系用高岭土烧制，
质地细密紧实、硬度坚如磐石，更是被
称为“珍品”。这也使得明朝南京城成
为一座雄伟坚城。16世纪，利玛窦来
到南京城，被南京城“城墙之高”所震
惊。他形象地记录道，“两个在城墙上
的骑手一大早从同一个城门往相反的
方向疾驰，直到夜幕降临时分才能碰
面。”

明城墙砖石的“保质期”也很长。
直到1659年，南明郑成功北伐、围困
南京，结果被明朝自己的雄伟城墙“折
服”了。那些城墙在建造300年后依
然高大坚固，他的优势兵力在城墙面
前毫无用处，最终望城兴叹、铩羽而
归。后来，太平天国从明城墙上拆掉
了不少砖，用于修建天王府。直到
1937年南京保卫战，南京明城墙还用
自己古老的身躯，抵挡着日本侵略军
的猛烈炮火，最后一次发挥了军事防
御作用。

明城墙砖质量之好，可见一斑。
古代城砖烧制工序繁多，选土、沥

浆、制坯、晾坯、装窑、烧窑等任何一个
环节出了一点差错，都会功亏一篑，而
根据《大明会典》记载，当时的一个中
型砖窑就有88名工匠，这么多人经
手，如何保证城砖质量呢？

答案就是“勒名”制度。
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编撰的

《南京城墙砖文》收录了大量城砖铭
文，随手举一块编号为0705的城砖为
例：“武昌府提调官通判张勖、司吏徐
用、武昌县提调官县丞杨时敬、司吏黄
景、总甲刑仁、甲首熊祥、小甲王琬、窑
匠袁兴、造砖人夫占均美。”52个字、9
个人名。这九人就是负责烧制这块
砖的府县里甲各级官员、监工、工匠
的名单。有意思的是，这块砖上的

“武昌府提调官通判张勖”还出现在
南京的另一个地方。1980年，黄裳
写下游记散文《重过鸡鸣寺》，在寺中

“翻回去看那路面铺着的古砖”，他仔
细观察，发现“砖上写着‘武昌府提调
官通判张勖……’字样。”这些古砖在
清末民初被从城墙上拆下来，用于铺
设路面，被踩踏数十年，字迹犹能辨
认，生命力何其顽强。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
必行其罪”。如果哪块砖的质量出了
问题，砖上留名的相关人员都会被问
责，轻则责令重新烧制，重则被罢官流
放甚至杀头。

所以，砖上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
责任。

如此一来，哪个官员敢不尽心尽
力？

暑假，是青少年与电子设备“亲密接触”
的高峰期，这让许多家长担心孩子沉迷游戏，
或受到网络“三俗”的不良影响。家长们的担
心并不多余，青少年媒介使用技术娴熟，但媒
介素养有待提升，容易受到网络“三俗”侵蚀。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
选择和理解的能力、质疑和评估的能力、创造
和生产的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等。这
在新媒体海量信息时代尤为重要。要提高青
少年网民的媒介素养，需要“政府—学校—家
庭—媒体—社会”立体参与，其中尤其要重视
以下几点：

价值观引领是首位。媒介素养强调的是
分辨和解读信息的能力，那么以什么尺度去
分辨和解读呢？先进的思想、正确的价值观
就是度量信息的尺子。有的青少年容易受到

“三俗”影响，其根源在于心中没有正确的价
值观。要帮助青少年明是非、辨善恶、知良
莠，使他们拥有度量信息的尺子。要提升青
少年的媒介素养，用他们喜欢和愿意接受的
方式去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就像《觉醒年代》
等影视作品那样，在潜移默化中讲述党的初
心和革命先烈的高尚情怀。

人文教育是奠基石。如果人文精神缺
失，一些年轻人就容易陷入空虚和迷茫，让网
络“三俗”钻了空子。无论教育处于哪一个阶
段，哪一种模式，都应该充分重视人文教育和
人文学科，仅从实用和技术层面来谈人文学
科是目光短浅的。人文学科的独特价值，正
是在于塑造青少年的心灵和人格，培养其批
判意识和理性思考能力，而这正是良好媒介

素养的必备根基。
父母是第一影响人。如果年轻父母没有节制地玩手机、刷视频，很

难想象孩子能养成好的媒介使用习惯。由于父母的引导方式不同，使
得孩子的互联网使用习惯产生了很大差异，有的偏向学习信息，有的偏
向娱乐消遣。一样的屏幕和键盘，由于父母媒介素养的不同，让孩子走
进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父母的爱和陪伴、父母的正确引导和以身示范，
能使网络在青少年成长中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社会团体可为助力者。社会团体在青少年媒介素养提升过程中可
起着重要作用，鼓励和提倡社会团体举办丰富多彩的媒介素养实践活
动，以游戏、竞技、趣味的方式来训练和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使之成
为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有益补充。

总之，随着我国青少年触网年龄的不断降低，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
已是当务之急。《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就指出，加强
全社会网络法治和网络素养教育，制定网络素养教育指南；加强青少年
网络安全教育，引导青少年理性上网。只要政府与学校、家庭与社会团
体携起手来，就一定能让青少年在面对网络信息的海洋时明辨是非，健
康成长。

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是元朝泉州
的德化白瓷，目前依然存放在威尼斯的圣马
可大教堂内。在西方世界广为人知的“乳白
似象牙”的“中国白”，则是法国人对明代中
晚期德化窑烧制的白瓷的专有称谓。

中国瓷器大规模外销始于唐、五代时
期，主要为越窑、长沙窑、巩县窑、邢窑产品。
宋元时期，随着海上航路的拓展，海外市场
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北方的磁州
窑、定窑、耀州窑，南方的越窑、龙泉窑、景德
镇窑等名窑产品都有外销，但多数窑口距离
海港路途遥远，运输成本以及损耗率居高不
下，难成规模。而泉州所管辖的德化、晋江、
南安等地区，多山脉丘陵，林木茂密，溪流纵
横，瓷土资源丰富，水陆交通畅达，具备制瓷
手工业发展的所有必要条件。为满足海外市
场对名窑瓷器的巨大需求，宋元时期泉州所
辖管的地方开始设窑大量仿烧越窑、龙泉窑
的青瓷、景德镇窑的青白瓷，专供外销。

构成泉州港这一世界遗产的22处遗产
点中，德化窑的屈斗宫遗址和尾林—内坂遗
址位列其中，它们正是泉州宋元时期海洋贸
易的主要产品瓷器生产的杰出代表。

屈斗宫窑址位于德化县龙浔镇，由福建
省博物院联合厦门大学、原晋江地区文物管
理委员会等单位于1976年进行考古发掘。
考古人发掘出分室龙窑一座，填补了德化窑
炉发展历史的一个空白，是研究中国古代南
方窑炉技术体系重要的考古资料之一。分

室龙窑在当地称为“鸡笼窑”，是龙窑向阶级
窑过渡类型，具有容易控制火焰气氛、节约
燃料等特点。所发掘出土器物标本近7000
件，皆为宋元时期的白釉和青白釉器，胎质
洁白精致，白釉细腻温润，青白釉呈水清色，
釉厚处呈淡绿色，玻璃质感强。

尾林—内坂窑址位于德化县三班镇。
2020年3月至6月，福建省博物院联合德化
县陶瓷博物馆、厦门大学进行了考古发掘，
共有5座窑炉遗迹，出土宋至清代青白瓷、
白瓷、青花瓷标本数千件。尤其是首次在一
个遗址中发现四座分属宋、元、明、清四个朝
代的窑址，对应着从龙窑至明清时期的横室
阶级窑的发展演变过程，填补了德化窑古代
窑业技术史的缺环。

考古人在西沙“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广
东“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东南亚等地均发现大
量德化窑产品，也从侧面证明德化窑瓷器是我
国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商品之一。

明代中晚期，随着制瓷和窑炉技术的改
进，德化窑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创烧出
胎釉浑然一体、釉色如脂似玉的白瓷制品。
其中的佛道人物塑像，代表着德化窑的最高
制瓷水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座德化窑白
釉观音坐像，神态安详自然，衣饰披巾垂拂
流转，栩栩如生，望之顿生庄严谦卑之感。

至清代，德化窑除继续生产白瓷外，还
根据海内外市场需求，生产青花瓷和彩瓷，
且青花瓷渐成主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德化窑从一开始
的自给自足模式到宋元时期为了适应海外
市场需求而进行主动调整，成为中国东南沿
海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重要陶瓷生产
基地。明清两代又因海禁等原因，转为“内
外销并重”的生产和销售模式。

德化窑瓷对海外世界的影响时间长、范
围广。在欧洲，德化瓷引发了当地的厨房革
命，所生产的杯、碗等，替代了原有的金属餐
具，甚至引发了仿制德化瓷的热潮。后来，
欧洲发明的第一件硬质瓷，模仿的样本就是
中国德化白瓷。

清凉门是明南京城内城十三座城门之一，是研究明南京城墙建设重要实
物。（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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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瓷器行销天下
●王澜

图为德化窑青白釉小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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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拉温都杏林风景区

通榆县境西南，一片东西长20余
公里连绵起伏的沙丘，生长着100多万
株天然次生山杏树，占地面积1万多
亩，形成天然奇观——杏花海。这就是
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的包拉温都蒙古
族乡杏林。

仲春时节，放眼望去，杏花竞放，漫
山遍野，无际无涯。随着沙岗的起伏，层
层叠叠通向天际，置身于杏树林中，馥
郁的花香沁人心脾。

待到初夏，杏花已谢落，继之而来
的是纽扣大小的青杏，密密匝匝，隐藏
在紫枝绿叶中间。七八月间，是杏核成
熟的季节，每年这里都向国家交售几万
斤杏核。

冬季，一株株树干变成了紫色，裸
露出晶莹闪亮的身躯，携手连片，把这
里覆盖成一片闪亮的紫色。难怪蒙古族
人称这里为“紫色的山冈”（即蒙语“包
拉温都”）。

牛心套保景区

牛心套保位于大安市西南部，方圆近
7000公顷。南面是国营东沟林场的滔滔

林海，东面、北面包围在姜家甸大草原中。
“套保”，蒙语，连绵的土包子、土岗

子的意思；“牛心”，意思是牛的心脏。合
起来说，就是状如牛心的土山，是用来
形容泡子中间那座最大的土山的，所以
名为牛心套保泡。牛心套保村口有两棵
树，人们一直奉若神灵，认为它保佑了
一方百姓的平安，称其为“夫妻树”。这
两棵树是蒙古榆。从外貌上看，也不甚
雄伟高大，但形态奇特，两树的根紧挨
在一起，当地人都说这两棵树是一对青
年男女幻化的。

牛心套保芦苇资源丰富，面积竟达
3500公顷之多，被称为“苇海”。国家在
这里建立了国营苇场，对芦苇进行科学
的种植、养护、改良，在苇场建立了大量
沟、渠、闸、涵，打了深水井，增强了抗旱
排涝能力。连续几年，芦苇产量都在万
吨以上。

牛心套保属草原湿地，泡沼、苇塘、
沙丘、灌丛、天然次生林和大面积人工
林为兽类提供了优越的觅食、隐匿、繁
殖的条件，因此鸟兽类很多。这里有蒙
古兔、黄鼬、赤狐、狼、貂、獾等兽类四目
八科十二种。牛心套保又是鸟类的天
堂，丹顶鹤、蓑衣鹤、大鸨、野鸭等40多
种在此栖息。

（白城市文联供稿）

包拉温都杏林

牛心套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