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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
从1956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展了亘古未有的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教育、科技、卫生等各项事业获得了全面发展。
　　但是，崭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其不完善的一面也逐
步表现出来。
为此，从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不断地探索一条改革的路子。
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种探索终于发展成为一场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从经济到文化、教育、科技、政治各
个领域都开展了深刻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体制在改革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
经过改革，我国的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整个国
家面貌发生了沧桑巨变。
中国正在改革中和平崛起。
　　本书是一部全面回顾和论述山西改革开放30年发展变迁的著作。
这部著作以一个省为例，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反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浓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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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改革开放史》全面介绍和分析了改革开放前的山西社会，完整记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光
辉而动人心弦的历史，别开生面地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结构的演变，生动记录了改革开放以
来山西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被打破的过程，客观总结了山西改革开放的基本成就、基本经验和基本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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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文峰，山桓省临县人，1963年3月生，中共党员，山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山西大学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
主要著述有《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组织史资料》（主要撰稿人之一）、《山西省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
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1949年10月-l987年10月）》（独立撰稿）、《山西省
铁路护路联防手册（一、二册）》（主编）、《山西省中小学生爱路护路优秀作文选编》（主编）、
《山西省爱路护路图画、书法作品选编》（主编）、《山西省铁路护路联防掠影》（主编）、《山西
省创建安全文明铁道线活动纪实》（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奋进历程——山西省铁路护路
联防十周年巡礼画册》（主编）、《山西省铁路护路联防系统学习教育辅导材料》（主编）、《山西
省创建安全文明铁道走廊耨历程（资料汇编）》（主编）、《山西省创建安全文明铁道走廊新历程（
经验汇编）》（主编）、《山西省铁路沿线“五查五整治”和废旧金属收购站点专项清理整治（资料
汇编）》（主编）、《营建平安三晋铁路示范带材料汇编》（主编）、《山西省创建“平安铁路示范
路段”活动（文件资料汇编）》（主编）、《山西省创建“平安铁路示范路段”活动（经验材料汇编
）》（主编）、《彭真青少年时代》（主编，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感受中国传统智慧》（金
城出版社出版）、《浅谈我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考核管窥》
、《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全面推进安全文明铁道线创建活动》、《攻坚克难抓整治，综合治理搞创
建》等。
　　苗长青，山西省临县人，1960年9月生，中共党员，1979～1983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83
～1993年在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工作，1993～1996年在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996年至今在山西省史
志研究院工作，现任该院当代山西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主要著述有《晚清官僚派别派系研究》（独著）、《历史的垃圾——昏君奸臣》（独著）、《山西通
史·当代卷》（主要撰稿人）、《当代山西经济史纲》（与另一同志合著）、《山西社会主义时期党
史专论》新时期卷（常务副主编）、《跨越世纪——十五大到十六大期间的山西》（常务副主编）、
《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新时期卷（副主编）、《走进新世纪——从十五大到十六大》山西省部分（
课题组常务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最》山西省部分（主要组织人）、《21世纪山西纪事》（
副主编）、大型丛书《山西改革发展30年》（基础工作如起草编纂方案、拟定编写提纲、起草向省委
的报告、编制经费预算、起草通知、撰写新闻报道等的主要承担者）、《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共党史研
究的意义》、《刘少奇的领导思想与领导艺术探析》、《林彪制造个人崇拜新探》、《权术与康生的
政治生涯》、《今日再看高饶事件》、《论山西当代史若干问题》（与另一同志合撰）、《毛泽东与
山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论山西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几个问题》、《艰难足迹光辉路——山西
“一五”计划到“十五”计划制定与实施回顾》、《风雨兼程兴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经济发
展战略演变的历史考察》、《“一柱擎天”惹人愁——山西实施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战略的回顾与反
思》、《一去不返的历史机遇——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西名牌产品衰落现象分析》等90余篇（部），
其中，有9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中心主办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毛泽东思想
研究》等刊物全文转载，有1篇被收入《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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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前言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的山西第一节 政治一、行政区划二、政治体制三、政治发展第二节 经济
一、工业二、农田水利建设三、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现代化四、农村经济五、基础设施建设六、
经济体制第三节 文化一、文学二、戏剧三、电影四、广播与电视五、图书与报刊六、书店与图书馆七
、城乡文化娱乐生活第四 节社会一、户籍制度二、住房制度三、教育四、医疗卫生五、计划生育六、
社会救助第二章 改革的兴起第一节 开辟新路一、传达、学习和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二、开
展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第二节 农村改革的兴起一、全面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普遍推行三、“专业户”、“重点户”的出现四、社队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五、扶贫工作的开始第
三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一、山西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二、扩大企业自主权三、经济责任制的实行第
四节 个体工商业的恢复与初步发展第五节 农副产品购销价格的初步改革一、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二
、提高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和给职工增加工资三、小宗农副土特产品和小商品实行议价收购和销售
第六节 山西能源基地建设战略的确立和开始实施一、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二、山西
能源基地战略的制定三、山西能源基地发展战略的开始实施第七节 旅游业的兴起一、山西的旅游资源
与历史上山西的旅游活动二、旅游作为一项产业的兴起第八节 国家政权机关的变革一、人大常委会的
设立：国家权力机构的调整二、从革委会到人民政府：政府机构的变迁第九节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的加强一、立法工作的加强二、检察机关的重建三、律师制度的恢复四、公证制度的恢复第十节 纠正
不正之风，拉开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序幕一、学习和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总则》二、查处
农转非、招工等问题上的违纪案件三、查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修建私房问题四、打击经济领域各种严
重犯罪活动五、“关系牌”香烟事件及其处理第十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艺术一、“伤痕文学”的
兴起二、电影的繁荣与衰落第三章 改革的全全面展开第一节 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农村经济的日益繁荣
一、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两户”的大量涌现三、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发展四、农村人
民公社体制的废除五、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六、旅食生产的起伏七、扶贫工作的大规模展开第二节 国企
改革的深入推进一、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横向经济联合的产生和发展三、厂长（经理）负责制
的实行四、劳动制度的改革五、承包制的实行六、租赁制的实行七、股份制试点八、产权制度改革的
起步第三节 宏观领域的改革一、利改税二、拔改贷三、缩小指令性计划四、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取
消五、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六、外贸体制的改革第四节 个体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和私营企业应运而生一
、个体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二、私营企业应运而生第五节 改革的横向扩展一、科技体制改革的起步二、
教育体制改革的起步第六节 对外开放的起步一、山西对外交往的历史二、山西对外开放的起步第七节
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加速建设一、从能源基地到能源重化工基地二、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第四章 在
治理整顿中前进第五章 新一轮改革大潮第六章 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第七章 在改革中向小康社会
挺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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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改革开放前的山西　　第三节 文化　　当代山西的文化事业是在革命根据地文化事业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力量基本都是从根据地成长起来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的文化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在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的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
粉碎“四人帮”后，山西文化园地迎来又一个春天。
　　一、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以来自太行、太岳、晋绥等各个解放区的作家为骨干，形成了以赵
树理、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李束为等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
　　这批作家大多来自农村，熟悉农村，与农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具有浓厚的农村生活基础。
他们创作了一大批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较重要的有赵树理的《锻炼锻炼》、马烽的《三年早知道》
、西戎的《赖大嫂》、李束为的《好人田木瓜》、孙谦的《南山的灯》、韩文州的《长院奶奶》等。
这些小说故事生动，语言幽默，富于乡土气息，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1964年，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发表批判文章，给上述作品
中塑造的艺术形象戴上“中间人物”的帽子，随之把这些作品的作者定为“文艺黑线人物”，赵树理
被定罪为“写中间人物的祖师爷”。
从此，山西文艺创作进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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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西改革开放史》是一部全面回顾和论述山西改革开放30年发展变迁的著作。
这部著作以一个省为例，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反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浓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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