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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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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至深且巨"从积极方面讲$中国共产党(以苏为戒)$对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从消极方面讲$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

负面影响$大力为斯大林模式辩护$结果误入歧途"反思这段历史$对于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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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至
)D

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

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

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提

出了一系列有别于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尤其是

在大会即将结束时所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大搞

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

判&苏共二十大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

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可以说是至深且巨的&毛泽东最

初的反映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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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的是赫

鲁晓夫揭了盖子#忧的是赫鲁晓夫捅了漏子&本文

拟就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作一简要论

述&

一
!

一则以喜!揭了盖子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

对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正确总结#明确

指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

)

+

@#,@建国以

后#我们更是以苏联为榜样#在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

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所有中

国人的共识&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是社会主义的典范#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

向苏联学习怎么行呢- 毛泽东说($建国之初#没有

办法#搬苏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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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后来他又说($解放后#三年恢

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

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

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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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既不满意又无办法的无可奈何#因苏共二十大

而发生了改变#尽管是喜忧并至#但毕竟是喜大于

忧&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

其后果/的所谓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破坏社会主

义民主)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奉行个人崇拜)独断专

行#在
!*

年代的大清洗)大处决中制造了一系列骇

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暴露了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社

会主义建设中所走的弯路&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人

们对斯大林的神化#让人们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并

非完美无缺#像斯大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会犯极其

严重的错误&这极大地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

想#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结合本国实际#在实践中探索

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基于此#

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赫鲁晓

+!@



夫揭了盖子&

苏共二十大期间#毛泽东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正在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打破了斯大林神话#解除了毛泽

东的思想负担#使其精神为之一振&据吴冷西回忆#

毛泽东曾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

苏共二十大&

!

月
@,

日#在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

泽东要求同志们认真研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

作了两点破题之解#认为($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

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

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

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

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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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

日#毛泽东又两次召集政治

局扩大会议#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

进行了充分讨论#毛泽东一共讲了四点意见#其中第

四点再次重申了
@,

日书记处会议上发表的两条意

见&他说($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

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

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

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

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

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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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而补救的办法就是通过发表文章的形式#

从正面讲一些道理#既表明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

人崇拜#又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作些分析#旨在引

导人们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

充分讨论#最终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以后简称.一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

名义于
@+D"

年
#

月
D

日公开发表&该文主要回击

西方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击#从正面肯定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功绩#同时也

指出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并分析了这些错误产生的原

因#着重论述了反对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认为($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

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

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

勇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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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号召反对教条主义#认为(

$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懒汉才会加以欣赏的东西#它对

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

害而无一利的&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

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

工作的迅速发展等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

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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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正是本着$以苏为戒%

的宗旨#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根据苏联社会主义

建设中暴露出来的缺点#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毛泽东花了两个

多月时间#与
!#

个国家部委的主要领导谈话#最后

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这篇文献的

开篇就讲($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

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

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

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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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十

大关系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将中苏进行直接比较

而得出的结论&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一九五六年

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

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

的一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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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这时的探

索还主要体现在政策和方法层面#还没有突破斯大

林模式#但是他已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迈出了探

索之路的第一步&

同年
+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毛泽东在开幕词中

对苏共二十大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苏联共产党

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

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

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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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通过的决议和政治报告以及各位代表的发言#

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所

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在经济建设方面#陈云在大

会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就是

对苏联模式的一个重大突破&他说($我们的社会主

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

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

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

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

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

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

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

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

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决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

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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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

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

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

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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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已经涉及到经济体

制改革的问题了&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也讲到如何

调整国家机关和企业的管理权限问题&他说($国家

机关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

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

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

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

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66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

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

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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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经济管理乃至

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外#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政治领

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对于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如何加强集体领导)克服个人崇

拜#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党派关系等#都提出了

很多很好的建议&

为什么八大能够取得如此重要的理论成果呢-

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

团的谈话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他认为#赫鲁晓夫批判

斯大林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

是一种解放#是一场0解放战争1#大家都敢讲话了#

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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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法

制#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独断专行#破坏党和国家的

民主制度#脱离群众#实行命令主义等错误的认识非

常深刻&他说($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

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

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

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

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

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

义和片面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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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毛泽东不仅认识到了斯大

林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开始思考如何从制度层

面去避免这样的错误在我国的重演&

八大以后#毛泽东根据发展变化着的实际继续

探索&

@+D"

年
@)

月
,

日#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

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

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

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

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

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以便让私营工厂与国

营工厂进行竞争#并把这种设想叫做$新经济政策%&

为此#他还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了#造成

社会物资长期供应不足&他认为($只要社会需要#

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

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

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

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

主义&%

*

@

+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思想解放的力

度有多大&这与他在一年前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

所作的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

A

+

@+A的

讲话相比#不啻是一个极大的转变&

@+D,

年
)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不仅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认为$没有矛

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

*

@

+

)*#

#而

且提出了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

同性质的矛盾#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

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

完全结束%

*

@

+

)@"

&在这个时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问题#对于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巩固社会主

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这种

认识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应该说苏共二十大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以苏为戒#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

方位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有

些思想观点在今天听来都还是掷地有声的&不可否

认#如果不是苏共二十大打破斯大林神话#起到了解

放思想的作用#这些成就的取得是难以想象的&正

如毛泽东在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

批语中所说($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

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

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

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

@

+

!A*从某种意义上

讲#这条路线的形成是与苏共二十大分不开的&

二
!

一则以忧!捅了漏子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进行大批判#

虽然有助于各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但是从另一方

面讲#它既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思想混乱#也

给帝国主义攻击社会主义)进行反苏反共活动提供

了极好的借口&正如英共总书记高兰所说($斯大林

@#@

杨永明
!

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

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

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

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

发泄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党没有前途&

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

员&%

*

+

+

#+#G#+D随着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相继发

生#尤其是铁托在普拉演说中提出反对斯大林主义

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

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就显

露无遗&

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关

注&当时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进行反苏反

共活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出现动摇甚至变节分

子#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出现了分裂的危险#帝

国主义则幸灾乐祸&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

$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反

击%

*

#

+

@"

#要考虑再写一篇文章来回答国际上出现的

一些新问题&

那么如何顶住#如何反击呢- 关键就是要对苏

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铁托的普拉讲话表明我们的

态度&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苏共二

十大发表了$丢刀子%的重要讲话&他说($我看有两

把0刀子1(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

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

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

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

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

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

的&%

*

A

+

!)@毛泽东不仅认为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把斯

大林这把刀子丢了#而且把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

不多了#因为他们主张和平过渡#否定十月革命的普

遍性&由此可见#毛泽东把波匈事件的发生以及国

际社会出现的反苏反共活动都归结为苏共二十大反

斯大林带来的恶果&同时毛泽东也认为波匈事件的

发生是由于阶级斗争进行得不彻底所致&他说($东

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

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

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

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

A

+

!)!这为我

国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埋下了伏笔&

为了回击帝国主义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澄清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迷雾#从
@@

月
)D

日起#在随

后几天里#几乎每天毛泽东都要召集政治局常委开

会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在讨论中#毛泽东认为#必须

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

裂#公开提出$现在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

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因

为苏联革命和建设#$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

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

设是所谓0斯大林主义1#这种所谓0斯大林主义1就

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

人%

*

@*

+

,A

&讨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斯大林的功过

是非&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对斯大林要作认真分

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

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

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0三娘教子1#三段论法&%毛泽

东认为($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

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无

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

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

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

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

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

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

#

+

),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

自觉成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

D

+

)"A

对于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从一开始中共就

与苏共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在
@+D"

年
!

月
@+

日和

)#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他并不认为斯大

林一贯正确#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

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

开#倒三七开#还是四六开- 他认为#三七开比较合

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

的*

@*

+

@)

&

#

月
)D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又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

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

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

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

+

#)为

了共同对敌的需要#也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

结#.一论/并没有就斯大林的评价问题鲜明地表示

中共的态度#只是笼统地提出要用历史的观点全面

地分析斯大林#比较策略地为斯大林进行了辩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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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波匈事件的发生和铁托的普拉讲话#都表

明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错误#$已经成为

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

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

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

*

@@

+

D#!

&显

然#如何正确对待斯大林#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了#

而是关系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问

题&因此#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由.人民日报/编

辑部的名义发表于
@+D"

年
@)

月
)+

日的.再论无产

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简称.再论/"#用了相当多

的篇幅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分析了斯大林后期

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指出($苏联经济迅速发展

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

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

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由社会主义制度

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0纠正1社会

主义制度&%

*

@@

+

D#D这就是说#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

制度都是正确的#这无异于全面肯定了斯大林模式&

文章还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共产主义队伍中内部的

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点名批评

了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他领导同志#

认为他们对斯大林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都是

不正确的&

当时中共中央为什么要花大力气为斯大林辩护

呢-

@+DA

年
,

月底
A

月初#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谈

话时说得非常明白(我们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学

说和经验&而现在#这一切全部一笔勾销了&我们

有丧失几十年英勇斗争的成果的危险#有丧失共产

党人的威信的危险#有丧失信仰的危险%

*

@)

+

)AA

&从

这个意义上讲#为斯大林辩护也就是为中国共产党

自身进行辩护&

.再论/一文总结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

验#强调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和保卫十月

革命道路在现阶段的重要意义#认为($十月革命的

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

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

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

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

*

@@

+

D#)文章号

召除了反对教条主义外#还要反对$修正主义%#认

为($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

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

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

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

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0斯大林主义1

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

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

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

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

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

主义&%

*

@@

+

DD@所谓修正主义#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

来#就是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与

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

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借口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而企图削弱或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民主

集中制和党的领导的作用,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

而否认苏联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

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的意义#后来甚至发展为把任何针对斯大林模式的

社会主义改革都认定为修正主义&

三
!

结语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自苏共二十大后#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首先对其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

说赫鲁晓夫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对赫鲁晓夫勇

于揭盖子之功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他打破了斯大

林神话#极大地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但是#

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主要注意力

放在了如何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上#虽然

还是肯定了赫鲁晓夫$揭了盖子%之功#但是其关注

的焦点已经是如何补救$捅了漏子%之祸了&随着国

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

大的评价也逐渐从肯定多于否定转变为否定多于肯

定乃至最后全盘否定#对苏共二十大的经验也从反

教条主义转变为主要反对修正主义#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也从力图突破斯大林模式转变为全面为斯大林

模式进行辩护&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邓小平后来

总结说#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这一问题没有搞清楚所致&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把通过苏联模式

认识的社会主义看成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把

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看成是不可动

摇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对背离这二者的任何改革

都视为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是修正主义&为

了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国内狠抓阶级斗争#

在国际上主张既反帝国主义又反修正主义#最终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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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道路&

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在苏共二十大后#

中共力图走出一条比苏联发展得更快更好的道路#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始

终未能突破苏联模式#相反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

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一大二公%#走上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意志论道路#急于向

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欲速不达#适得其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步突破了苏联模

式#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反思这段历史#让我们倍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之不易#理应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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