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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度地发展经济,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伟大

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遗愿。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粉碎 “四人帮”

的伟大胜利,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为了迎接社

会圭义建设高潮的到来,从理论上搞清楚高速度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可能性和

现实性,澄清 “四个帮”在速度问题上制造的混乱,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   速度问题关系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  “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从国际阶
i级

斗争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的政治性质就更加尖锐o” 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这个指示,

精辟地概括了社会主X国家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必要性。速度问题之所以是-个政治

问题,这是因为它关系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首先,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是巩崮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o

无产阶级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9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兮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

险性。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巩崮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除了必须坚持继续革命,在政

治、思想和经济战线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以外9还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强太的物质基

础。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9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充分巩固的。而要建立社会主义强大的

物质基础,就必须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指

出: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

镇庄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
'制

度的根本任务,提至刂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①列宁在这里

把提高劳动生产率,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提到了根本任务和首要地位的高度。列宁

还进-步地阐述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劳动生产率,归 根ell底 是保

证新社会slJ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肚,而且-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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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彻底战胜,因 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②只有高速度地发展国

民绫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战胜资

本主义,建立起强大的物质基础。

在我国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在夺取全国政权以

后,如果 “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
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⑧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指出:只有

经过 “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锝

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 (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不很充分),我们的国家 (上层

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④毛主席的指示深刻阐∷明

了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9对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和从根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其次,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是反对帝国主X的侵略和支援世界革命斗争的需要。

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只要世界上还存在 着 帝国 主

义,就存在爆发战争的土壤,就存在帝国主义颠覆、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性。早在

十月革命胜利前夕,列宁针对当时存在着的战争危险,就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建设溶度问

题,列宁说: “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早在经济方

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者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

提出问题的。”
⑤六十年前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仍然同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o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称霸世界,到处争夺,总会有-天要打起来的。

当前,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也明显增长。苏修在我国边境陈兵百

万,美帝仍同蒋匪帮勾结,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它们时刻伺机蠢动,我们必须做好反

侵略战争的准各。
“
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

至于措手不及。”⑥在战争危险面前,只有 “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尽可能地加快建设

速度,进-步增强我国的物质基础,从而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

轻举妄动,才能更加有力地对付侵略者。

在建设速度问题上,我们决不能迟疑,更不能延缓速度。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

落后者是要挨打的。”⑦旧中国近百年的历史 ,就是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的历史。从18硅 o

年鸦片战争开始,英、美、德、法.沙俄、日、奥、意等国,不断侵略我们国家,旧 中

国签订了多少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一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

国,随后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 “打落后者,打弱者一一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

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
⑧旧中国的历史经验提示我们:要不挨打,只有尽

可能地加快发展速度。

同时,已经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革命的支撑点和根据地,必须履行无产阶级

的国际主义义务,尽一切力量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促进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后解

放。只有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伟大 的社 会主

义强国,才能为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更多的物质援助,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作出较太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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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主∴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o

⒎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切主要方面和-切主要过程的经济

规律。它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i 
恩格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要

“
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晶增长到能够保证

每个人的△切含理趵霈要白益得到满足的程度”⑨,要 “保证-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

△天比工天兖裕的物质生活。”⑩毛主席早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 f发展生产,保

障供给?的方针,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制定了 阝备战,备荒,为入民?的伟大战略方

针。这些都充分说明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

的和达elj这一目的手段是一致的。只有抓革命,促生产,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才能

达到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一目的,才能充分显示出社会主

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第四”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9是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需要。

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崇高的理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

要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具各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就必须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

济1比如要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单∵的全民所有制,要使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都必须

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列宁曾经指出| “社会圭义就是消灭阶级”⑧。

“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

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

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威这-事业,必须大太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

生产残余的反抗 (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杷

联系的巨太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
⑨列宁在这里突出强调的一点是为了完成完全消灭

阶级这一事业 “必须太力发展生产力”。为什么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灭阶级的重要条件

呢9因为,阶级的划分 “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

灭”, “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
⑩可见,只有高速度地

发展国民经济,才能消灭三大差别、消灭阶级以至为最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必要的物

质前提。
∷
正是因为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具有这样董大的意义,所以,在建国以后,毛主席历

来强调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并尖锐地批判了那种主张放慢建设速度的右倾保守

思想119s5年 12月 ,正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时候,毛主席就

指出g “中国的情况起了-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王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

化、教育、卫生等顼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

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⑦1956年,毛主席在 《论十大关系》中,首

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1958年毛主席制定了鼓是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杖会变义的总路线。力争高速度,就是这条总路线的灵魂。如果不要求

高速度,当然就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

了。在1956年 ,毛主席提出要用五、六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过美国。毛主席说: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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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ˉ种责任。你有刀B么 多
′
人,你有郄么ˉ块太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叉听说搞了裣会主△

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
:夺呢?那 ∷

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9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婆∫完全应

该J如粟不是这祥,邪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旗,我们对人类的 贡`献 就 不

大。”⑩毛主席在这里已经把速度问题提到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

比优越性的高度9提到了对整个人类社会作出贡献的高度。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国民经济        ∷

的高速度发展开秤 了广阔的前景      ¨

高速度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客观可能性。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可能性导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恩格斯指出:生产资料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

发展的唯击先决条侔,因雨也是笠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先决条件。”
⑩列宁指·

出: “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麴生产力蓬勃笈展。”
⑦毛主席也指出: “所渭社

会主义生产芙系比较陋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含笠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盥产

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9因而生产不断扩太扌 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

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ˉ种情况。”
⑩革命导师的教导,非常清楚地说明:在元产阶级 ∴

专政条件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9扫除了阻挡生产力发展的障

碍9因而社会主义经济能够以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的
一

个重要标志。

第
一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劳动群众成 了社 会 的主

人,广大劳功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场所9这是推动生产发展的〓个
∷

伟大力量。 “生气勃勃妁剑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

⑩, “人民Ⅱ只有

人民,才 是创造世界历史淘动力。”
⑩广大劳动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激
·
发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国国民经济有可能高速度发展的决定性的条件。

而在资本主义制庋下,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造成劳动者与资本的根本对 立 ,劳 动

者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经常处于饥寒交因之中9根本不可能有自觉 劳 动 的 积 :

极性。

第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9既然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消灭丁在

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I二 J虹 生的竞争和生产元政府祆态、经济危机和失业等现象。社会主

义国家有可能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以及各个时

期的政治和经济仨务,制定统⋯的经济计划,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地协

调发展9从而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的巨大浪费和破坏;消灭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增长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对

抗性矛盾,消 灭了产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自然资源和生产资

科都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因而国家和集体可以有计划的、合理的充分利用一 切 物 质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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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正如毛主席指出的: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

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自然界。”⑧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可能迅速发展的重

要条件o而征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基本

矛盾,竞争和生产无攻府状态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带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

力经常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第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

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为此就必须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日新月异,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生产

目的的要求。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对减轻劳动强度和改善劳动条件,充分利用物

质资源,节约社会劳动和财富,降低劳动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从而

成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可能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主

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家取得利润,因此,只有当新技术给资本家带来更 高 的利 润

时,才会被采用。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为了维持商品的垄断价格,往往把许多

新技术新发明垄断起来或不让它应用于生产,使生产技术出现停滞的趋势。这正是帝国

主义腐朽性的表现。

第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同旧社会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

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

情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能够正确认识

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自 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时地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

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

的对抗和冲突,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才能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 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不仅是-种理论上的客观必然性,而
且巳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为我国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所证明。

建国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
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是世界上少有的。旧中国几乎没有重工业,轻工业也很落后,许多日

用品都仰赖 “洋货
”。解放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了自己的工业。从1949年到

19zs年 ,我国重工业产值增长59倍 ,轻工业产值增长 12.8倍 ,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 国

家工业发展的速度。从1950年 至1959年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平均年增长速度是29.2%,

而同期美国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5.1%,英 国为 3.1%,法 国为 6.7多。我国这样高的

发展速度,不仅超过了已经腐朽没落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而且也为经济发展较快的资

本主义上升时期所不及。以钢铁工业发展速度的对比,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1972

年我国钢产量达 2,300万吨,比 19压 9年增长了 1硅5倍。1973年后又有了进-步的增长:

我国的钢产量从 15.8万 吨 (19硅 9年〉增长到 2,100万 吨 (1θ 71年),只花了二十 二年

时间。而美国走完这个增长过程用了三十三年,日 本用了五十年,德国用了六十八年,

法国用了-百零-年。我国的农业,以不到世界七分之-的耕地面积,养活了超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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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之-的人口。1973年 的农业总产值比19姓 9年增长 1.8倍。而世界同期的粮食增长不

到一倍。美国从 1950年到1970年二十年间,粮食只增长百分之十一。我国的农业 发 展

速度也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发展速度。再从我国尖端技术的发展来看。建国

十五年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又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

人造地球卫星。从第一颗原子掸到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我国只用了五年零六个月的时

间,而美国用了十二年六个丹,苏联用了八年。科学技术的这些成就是同我国国民经济

的高速度发展分不开的。我国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

路线无比正确,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也证明了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在社

会主义社会是-种客观规律性。

当然,我们在认识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必然性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存在着破坏和限制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因素。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

就是破坏和限制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种主要社会因素。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是影响

我们建设速度的自然因素。此外,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客观经济规律也有个遂

步认识的过程,如果处置不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工定范围内、一定时期里影响到建

设的速度。由于这些原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有的

年份发展的快一些,有的年份又慢一些,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徘徊现象。但从总的来

看,从较长时间来看,还是高速度的。在现实生活中,国民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的是一种

波浪式发展的状态。这种波浪式前进的状杏,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表现形

式o

驳 “四人帮” “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

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的谬论

“四人帮”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

∶面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 的高速

度〃的谬论,便是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例。

难道社会主义是低速度,而资本主义才是高速度吗?前面我们引证的无产阶级伟大

革命导师的论述,已作了否定的回答。革命导师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 高速度 发

展的客观必然性,阐述得是何等的深刻,又是何等的清楚啊:而 “四人帮”这 些 号称
“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论调,完全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耻背叛。

~ “四人帮″故意把国民经济的∴“高速度”
发展和 “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硬把高速

度与资本圭X牢牢地连在一起,把低速度与社会主义死死捆在一块,要么是 “社会主义

的低速度”,要么是 “资本主义的高速度”,高速度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不可得兼。
i这是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的又∵突出表现。

我国二十
`k年

来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事实,对 “四人帮” “
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

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的反动谬论,作了最有力的批判。我国国民经济以资本主

义所没有的高速度飞跃发展,不仅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相反的却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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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面貌|建戍了-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圭义
:国

家。∶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表明:既
∶达到了高速度,又坚持了社会主义。

高速度与社会主义这两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还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社

会主义制度是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而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既是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又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保证。 “四人帮”象驼乌 一
^样

,根本无视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事实,蓄意抹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这种高

-速度诬为 “资本主义”,只能是刈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    ∷   ∶  ∷

∶  按照 “四人帮″的逻辑,既然高速度是资本主义的,那么要搞社会主义就只能低速

度了。试问:低速度能保持社会主义吗?不能。低速度无法建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

大的物质基础,也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j低速度不能为反侵

,略战争作好物质准各,也不能为支援世界革命提供物质援助,更不可能为向共产主义过

渡创造物质条件。在国际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低速度意味着什么呢卩毫无疑义,~这

就是挨打,灭亡,就是倒退,就是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复辟。在 “四人帮”的低 速 度 下

∶面,社会主义早已化为乌有了。有的只能是仰赖于资本帝国圭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

∶地、半殖民地。这不是把历史拉向倒退又是什么呢?

∶  毛主席指出: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 又说: “中国ˉ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

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太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

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很明显,如果社

会主义只能是低速度,就不可能解放生产力,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样的
“
社会主义〃又

·
有什么生命力呢?共产党不就成了 “促退党〃吗?相反,比较起来倒是资本主义 “好”

了,因为它才是 “高速度”。出路何在呢?着来只有倒退到资本主义了。由此 可见 ,

“四人帮” “宁要”
的

“社舍主X” j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代刍词而已o他们宁票社会主

义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才是真。

其实9在 “四人帮”那里-不仅 “社会主义”是个招牌,而且所谓的 “低 速度 ”

也是骗入的。请看:他们在狠抓 “阶级斗争″的幌子下,鼓吹什么 “生产下降也可以″
,

“工厂可以不出产品”, “农场颗粒无收也没关系”; “哪里冒烟,就往哪里冲”
,'等

∶等。 ‘‘囟人帮″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干的。这究竟是为什么9他们早已直 言不讳 :

“破环-个工厂,搞乱⋯个工厂9就是给走资派脖子上套上
一

条绞索”, “生 产 下 去

了,形势搞乱了9就会把他们打下去。” “把生产拖垮
”, “损失是国家的,责∵任是当

权派的9杈力是我们的”。这些自白把他们的罪恶目的暴露无遗。他们要的也不是 “低

速度”
,而是要搞得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种地,从而搞垮整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9·

使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困难境地,然后嫁祸于人,乱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斯

大林曾经指出: “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 我

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⑩ “四人帮”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谬论,又-次暴露了他们反

∴革命的阶级本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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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力 争

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

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绝不是自发i己实现的,必须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充分发挥人

的主观能动拄”才能把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毛主席在
·
巛论持久战》一文中,讲到人

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意义时指出:彳-切事情是要入傲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儆

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 出思想、遣理、意见,提出计 划 、 方

针t政策、战略战术,∴ 方能做得好。”②这里明确告诉我们,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关键

是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    ∷

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在五十年代

为我党制定的鼓足千劲,力争上游9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一条正确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从属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

段的基本路线,是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毛主席正确路线的

指引,二十八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刘少

奇、林彪,特别是
“四人帮

”
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千扰和破坏,使得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

没有达到预期的高速度。特别是祸国殃民的 “四人帮”
”任意挥舞 “唯生产力论”的大

棒,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到处煽动停工停产,破坏经济建设,使
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损失,使劳动生产率不能迅速提高,使科学技术事业

受到严重的摧残o我们必须深入
ˉ
揭批 “四人帮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

经济建设领域的流毒,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才能保证我

国国民经济永远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高速度的发展。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根本的是要充分发挥亿万群众大干社会主义 的积 极

性。因此,我们要使党的正确路线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和掌握。只有这样,才能使正确

路线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得到贯彻执行,才能有效地抵制、克服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

坏,把它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限度。同时,在高速度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必然

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

子的聪明才智都充分发挥出来,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人问奇迹都能创造。

现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粉碎了 “四人帮”,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最大障

碍扫除了o通过深揭狠批 “四人帮”,过去被他们搞乱了的理论和思想,逐步得到澄清

和纠正,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形势一片大好,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

的主客观条件比过去更多更好了o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毛主席制定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经过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锻炼的勤劳勇敢的八亿人民,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有二十八

年中建设起来的物质基础和正反两个方面的验经。今后,我们的国民经济完全有可能比过

去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o华主席强调指出: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只有二十三年的时

间。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是刻不容缓的了o” 我们=定要遵照华主席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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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抢讨间,争速度,发扬苇命加拚命的精神,为尽快地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

四 届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努

力奋斗。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定能够更加光辉

灿烂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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