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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的统一战线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的统一战线

统战纪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统一战线工作逐

步恢复起来，开始平反部分冤假错案。
1978 年 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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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进入了
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统一战线是我们的一项宝贵财富”
——党的统战工作逐步恢复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一
大在北京召开，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
申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1977年 12月 27日至29日，全国政
协第四届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
行。在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
副主席叶剑英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建国
28年来，统战工作成绩是巨大的，各民
主党派是作出了贡献的。统一战线是中国
革命的一个法宝，中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
实践，是我们的一项宝贵财富，我们要继
承下来，发扬光大。

叶剑英在讲话中重申了党同各民主党
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
针，要恢复、发扬统一战线民主协商的优
良传统，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虚心听取
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要正确执行党的
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侨务政策、宗
教政策等等。号召把人民政协、各民主党
派、有关人民团体的工作活跃起来，为继
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和完成统一祖国大业
作出贡献。

这次会议标志着粉碎“四人帮”后，
政协组织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恢复。

1978年 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
重举行。这次会议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停
止活动10年之后召开的首次会议。

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章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章
程》重申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决议》号
召政协各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
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发扬社会
主义民主，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各族
人民大团结，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解放
台湾、统一祖国，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
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共同奋
斗。大会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
协主席，乌兰夫等22人为副主席，齐燕
铭为秘书长，丁光训等243人为常务委
员。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讲话，强调在
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斗争中，在向四个现
代化的伟大进军中，要发挥革命统一战线
的重要作用。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逐渐开展

在政协组织和统战工作恢复的同时，
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成为这一时期统
战工作的重要内容。

“文革”起初是从破“四旧”开始，知识
界成为重灾区，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被

打倒在地。这一时期，党中央为在历
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

打击、诬陷、迫害的科技、文教领
域知名人士平反，如经济学家马

寅初，数学家熊庆来，气象学、地球物理学
和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历史学家吴晗，化
学家傅鹰，建筑学家梁思成等。

1978年 10月至 11月，中央组织部
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11
月3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
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客观地分析
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指出目前中国知
识分子队伍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变
化，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知识
分子要做好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使他们有职、有
权、有责，政治上要关心知识分子，要努
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文件下达后，各地区、各部门开始逐
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实，
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
业服务的热情。知识分子心情舒畅，科学
知识和聪明才智有了用武之地，知识分子
施展才华的机遇来到了，中国大地科学的
春天来到了。

为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加快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调整各方面的
社会关系。其中两项重要内容就是为右派
分子“摘帽子”和解决原工商业者被查抄
财产发还问题。

到1978年，“估计全国大约还有右派
分子10万多名”未摘掉右派帽子。1978
年 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
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
示报告》，提出：切实做好对摘掉右派帽
子的人的工作安置。但报告仍重申一般不
搞甄别平反的规定，即完全没有右派言论
和行动的人，才实事求是予以更正。

1978年 5月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的基本原理大讨论，打开了对右派分子
不搞甄别平反的禁区。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
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
实施方案》时明确提出：

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

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中国共产党
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划错了的，尽管事隔
多年，亦应予以改正。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由
此得以推开。

文化大革命中，原工商业者被当作专政
对象，银行存款（主要是定息）被冻结，财
产被查抄，企业行政职务被撤销，工资被削
减。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强烈要求拨乱
反正，落实政策。

1977年7月15日，上海市委向中共中
央报送了《关于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
查抄财物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提出对上
海市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7800多户
资本家的被查抄财物予以退还。10 月 4
日，中共中央批复并转发了上海的请示报
告，同意发还。

1978年四五月间，应上海市委的要求，中
央统战部由副部长童小鹏带队，组织调查组
去上海调查研究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问题。

中央统战部调查组于11月又先后到北
京、天津、上海和广州邀请约300名职工及
工会、交通、财贸、银行等有关单位负责
人，进行了 40余场座谈，广泛听取了职
工、干部的意见。中央统战部12月4日报
告中共中央，认为各项赎买政策应予尽快落
实。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即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四天，便迅速向全国
转发了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这就为全
面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民族工作机构和政策恢复建
立、宗教场所陆续恢复开放，并纠正了歧视

“海外关系”现象。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统一战线思想解放

落实政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要
不要继续推进、全面落实，成为党内外极为
关注的问题。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还未肃清，一
些地方在落实政策工作中遇到不少阻力、困
难。有的同志思想僵化，不去实事求是地研
究情况，很多问题都采取拖的态度；有些同
志心有余悸，不敢认真抓落实政策工作；有

的人过去曾参与一些案件的错误处理，现在
考虑个人得失，怕纠正这些错案会否定自
己；还有些干部怕某些案件平反后经济上需
要补偿，因此把案件挂在那里。社会上也有
人对党的统战政策不满意，有人认为，一些
政策照顾了资产阶级，损害了工人阶级利
益，甚至责备统战部门是搞“投降”。以上
种种情况都直接影响着党的各项统战政策的
全面落实。

1978年 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
讨论，推动了统一战线的思想解放。广大统
战干部和统一战线成员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
题的大讨论，普遍感受到解决统战工作中的
思想混乱问题已成为人们的共同期待。

1978年 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之前，中共中
央召开了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邓小平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重要讲话，对半年来党内外热烈开展的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强调只有解
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才能顺利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
顺利发展。

这篇纲领性讲话提出了当时实现历史转
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
键的问题，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主题报告，明确了会议的指导思想。

在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
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了一
系列具有决定意义的成果：恢复和重新确
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
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
口号，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恢复党的
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
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
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
的功过是非问题；提出必须历史地、科学
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必须完整地、
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
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新时期，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拨乱反正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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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
到冲击，蒙受巨大的灾难。1977 年 7 月，
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请缨主管科技和教
育，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名
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为著名作家老
舍平反。

老舍是著名作家，享誉海内外，1951
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
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舍受到迫害，他
不堪凌辱，于 1966 年 6 月 24 日凌晨自沉于
北京太平湖。

由于老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的，为他平反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1977 年 7 月 28 日，老舍夫人胡絜青给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求
中央批示有关部门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8
月 13 日，邓小平在 《胡絜青请求尽快给老
舍作出结论》的来信摘报上作出批示，明确
指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
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
可，不可拖延。建议请吴德同志处理。”

在邓小平的批示下，1978 年 6 月 3 日，
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
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正式为老舍恢复名
誉。邓小平特意送了花圈以示尊重。来自
全国文艺界的 600 余人前来纪念这位“人
民艺术家”，周边站满了闻讯而来的普通市
民，诗人艾青在门口贴了自己的小诗 《追
悼会就是庆祝会》，表达了人们共同的期待
和希望。

随后，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文化
战线推翻了 17 年“文艺黑线专政论”，教
育战线推翻了“两个估计”。邓小平更是直
接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
开启了文化界的拨乱反正，揭开了历史转
折的序幕。

如今，在北京丰盛胡同的老舍故居里，
邓小平的批示被印在朴素的展板上，作为新
时期知识分子命运转折的见证，静静地和艺
术家老舍一起为人们瞻仰。

“珍视老舍这样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华侨同
“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说拥有“海
外关系”的人“复杂不能信任”。

1977 年 10 月 2 日，邓小平在会见到北
京参加国庆活动的港澳各界同胞代表团部分
成员时指出，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
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
行。并强调：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
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
各方面的关系。

1978年1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外交部党
组《关于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预备会议的情况
报告》，要求各地认真讨论并贯彻执行。文
件指出，侨务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
好侨务工作，对国内外都有重大意义，要团
结广大华侨、归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为实现四化建设作出贡献。同月，国务
院侨务办公室正式成立。

“海外关系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