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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在贵州包干到户确立过程中的体现 

王姣姣 

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的改革最先始于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

农村改革。农村的巨大变革被视为贵州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历史过程，正是我党践行群众路线的真实体现。 

一、贵州“包干到户”的确立 

为了了解农村问题的症结，1980年王朝文、庞跃增等人历时 21天到遵义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实地调查了湄潭、凤冈、务川

的情况，并到了邻省四川的彭水县。他们发现，农村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收成也比集体的好。回来

以后，王朝文等人向当时的省委书记池必卿作了汇报。1980年 3月 17日，贵州省委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强调“群众已经采取的

办法，不管什么形式，目前一律不动”“油菜的管理，可以实行包产责任制”，要求各地立刻停止纠偏。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

汇集各方面的意见，每个地区都有书记或常委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时间从 1980年 4月上旬持续到当年 5月上旬。5月 12日起到

5 月 21 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放宽农村政策问题，就贵州可不可以实行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了把这个问

题讨论透，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得比较长，开了连续 9 个半天。在广泛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大家对全省农村形势和农业生

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统一了认识，最后形成结论：应该允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6月 17日至 24日，省委又召开地、州、市

委书记座谈会，讨论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决定，就允许自主选择责任制形式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7月 15日，省委发出《中

共贵州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的文件，明确“生产落后的生产队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包产到户困难的允许实行包

干到户”。贵州省在当时是全国唯一一个以省委文件的形式有领导、有组织地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同年 9月，中共中央在《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采纳了贵州省委的意见，

明确指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同年 12 月，中共

贵州省委在向中央作的《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将包干到户定性为“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12

月 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出批示：“应同意他们的看法和作法。”此后，包干到户责任制进一步发展，不仅在贫困

落后地区的社队，而且在相对富裕地区的社队都纷纷实行了包干到户。 

二、贵州包干到户确立中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 

（一）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 

中国共产党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决定了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贵州包产到户推行过程中，党

员干部们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行动体现了这一根本立场。尽管有些地方偷偷地开始搞包产到户的探索，但实践才刚刚开始，

并未形成主流。面对基层人民想要改变现状、实现温饱的要求，贵州各级党员干部作为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勇敢地站了出来。

不少基层干部一边支持或领导农民推行生产责任制改革，一边积极向上级反映现实情况，勇敢表达群众的要求和主张。随着包

产到户政策的实践和实际效果，一些比较大胆的干部还提出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概念。这一提法并不是来自中央文件，在

当时无疑是一种理论上的突破。这样的提法出现在农村的基层干部中，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创举。如果只是机械地执行中

央、省委的命令，就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改革，更何况这些改革给他们本人未必能带来好处，但是因为对人民群众有利，他们

最终这样做了，这证明他们是真的时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自觉地把自己当作群众利益的代表者，

积极主动为群众谋福利。如今，我们更应该深化党员干部的认识，在全党范围内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的思想和意

识，让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利益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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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利益的整合者 

社会在发展，社会的结构随时在调整之中。不同利益有不同的表达，中国共产党作为不同阶层群众利益的整合者，应该最

大程度地协调、整合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同利益。历史上的贵州历来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寸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相对

于其他省份，贵州集体化道路推广十分困难。在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凡环境下，贵州省委力求实现社会各阶级阶层以及其内部之

间的和谐，积极听取民意，调查民生，承担巨大风险，率先做出利于民生的决策实属不易。工作队由“纠偏”到停止“纠偏”，

农民的态度由“顶牛”到欢欣鼓舞，这其中的内涵不言而喻。当今社会多元结构愈发明显，中国共产党作为群众利益的整合者，

始终积极加强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厘清不同的社会矛盾，通过协调形成合力，始终发挥着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协调

的功能。 

（三）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共识的凝聚者 

在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尚未得到政策上的明确允许时，个别地区曾出现因不允许包产到户而造成农民逃亡他乡的罢耕，或

是偷偷地进行包产到户隐瞒不报。在新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原本要包产到组，由于农民不赞成又改为包产到户的情况。

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同、阶层不同，每一个人的思想也不尽相同，就如同定产到组姓“社”还是姓“资”，人们一直议论纷纷，

直到 1978 年 11 月 11 日，《贵州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这个问题才算得以终结。中国共产党是

群众共识的凝聚者，更多的时候，需要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表达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努力协调不同

利益诉求，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获利。 

三、贵州包干到户确立的历史启示 

（一）走群众路线，必须坚持和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在包含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社会历史活动中迸发着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力量，

历史的车轮一直以来被这股力量推动着向前发展。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都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人民是最好的老

师，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贵州农村的这场变革起因就是人民群众的

伟大创造，是民众智慧的闪光，贵州省委顺应了人民的意愿，最终掀起了一场由农村到城市，由局部到全局的贵州变革。而我

们党由一个最初几十个人的小党发展到今天八千八百多万党员的大党，也正是因为坚持和尊重了群众的主体地位。 

（二）走群众路线，必须掌握真实社情民意 

深入基层实地调研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有效途径。只有与民众进行真正的面对面的沟通，才能真正掌握民众的真实生活情况，

才能了解民众最真实的想法和最迫切的要求。以当时领导去各地实地调查为例，他们一律轻车简行，只带了几个对农村工作有

丰富经验的同志做参谋，坐着面包车直插到乡村基层，亲自访问干部和农民群众，积极与沿途各县委同志交换意见。这种调查

是真正的实地调查，是真正的深入群众、融入群众、贴近群众。如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现代信息化技术突飞猛进，

倾听群众的呼声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除实地调研外，还可以通过开通政务热线、做好政府网站、公共微博、微信平台等方式，

及时有效地了解群众。 

（三）走群众路线，必须积极促进群众参与决策过程 

1988 年，贵州日报开展《三中全会十年》征文，贵州日报记者专访了时已离休的池必卿同志。池必卿同志在长篇访问记末

尾，亲笔补写道：“农村的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是农民反对大锅饭以治穷治懒的创举，任何人都不应当把群众的创举记在个人

账上„„”这是对贵州人民智慧的高度肯定和赞扬。群众参与决策，有助于提升政府决策的民意基础与科学化水平，也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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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具备主体意识与责任感的现代公民，保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列宁曾指出：“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

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走群众路

线，必须积极促进群众参与决策的过程，充分发挥群众在公共决策中的参与作用，必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