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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

—
李先念经济思想研究札记

邹 惠 卿

一切 活动要为发展经 济服务

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 权
,

剥 夺 了 剥 夺

者
,

主宰了社会的生产资料
,

并镇压了剥削

者的反抗
,

社会的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斗争趋

于缓和以后
,

应该立即集中主要力量
,

建立起

新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大厦
,

以便巩

固人民政权
。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

李先念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

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

并运用这些原理所揭示

的客观规律推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

全国一解放
,

李先念在湖北就着手抓恢

复和发展左济的工作
,

提出了
“

活跃城乡经

济
,

巩园人民政权
”

的口号
,

在这一思想的

指导下
,

使一切活动都为发展经济服务
,

为

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服务
。

在剿匪反霸斗争中
,

李先念一方面组织

军民消灭帝国主义
、

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地

主阶级的残余土匪武装
,

镇压剥 削 者的 反

抗
,

壮大劳动群众的声威
,

支援城乡恢复和

发展经济 另一方面又发动组织城乡人民积

极恢复和发展生产
,

保证和提 高 人 民的 生

活
,

调动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
,

支持剿匪

反霸
。

李先念对当时湖北的经济情况进行了

客观的分析
。

他认为湖北农业生产的条件
,

除边远山区外
,

一般都比较好 地处华中
,

交通 比较便利 城市多是消 费性 与 商 业性

的
,

工业较少
,

对农村依赖很大
。

虽然说湖

北有较好的经济条件
,

但是就农村来看
,

现

时农村仍然处在封建势力压榨下
,

群众难 以

扬眉吐气
。

农民生活穷困
,

饥寒交迫
,

生产

无法提高
,

既不能提供较多的工业原料
,

又

无较大的购买力 城市经济很脆弱
,

由于长

年战争的破坏
,

加上受官僚资本的限制
,

经

济大为萧条
。

特别是在农村经济不景气的情

况下
,

城市经济更难繁荣起来
,

工人大量失

业
。

与此同时
,

城乡内外流通又阻塞
,

城市

工业品不能下乡
,

农民买不到必需的生活用

品
,

农产品又不能外销
,

更是影响了农民生

产的积极性
。

另一方面
,

封建地主经济和民

族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依旧
,

并相互结合加

强剥削
。

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封建

主义
、

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仍在利用这

一经济作为基础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
。

威胁

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

针对以上情况
,

李先念

认为
,

必须尽快摧毁封建地主经济
,

彻底消

灭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赖以存

在的经济基础
。

同时要大力恢复城乡经济
,

发展工农业生产
,

迅速建立起人民政权的强

大经济基础
。

在目前
,

首先是发展农业
。

他

指出
“

我们要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农

村
,

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

必

须搞好农村工作
,

发展农业经济
。 ”

①以农业

生产配合工业
,

为工业提供较多的原料和市

场
。

在此同时也大力搞好城市工作
。

李先念

说
“

城市的中心工作是恢复与发展生产
,

正确处理公私关系
、

劳资关系
,

搞好城市内

部物资调剂
,

发展内外贸易
。 ”

处理好公私

关系和劳资关系
,

就是要在关心与照顾工人

的生活和利益时
,

不要影响资 本家 的 积 极

性
,

并且要鼓励资本家积极投资于有利国民

生计的各项事业
。 “

在城乡关系上
,

应着重

沟通城乡贸易并帮助乡村剿匪反霸
。 ”

②他

说
“

我们的方针是坚决消灭反动的统治
,

建立人民的统治
,

并造成进行土地改革的基



本条件
,

使农村的反封建与城市的发展工商

业妥善地结合起来
,

活跃城乡经济
,

巩固人

民的政权
。 ”

⑧

在建国初期的统战工作中
,

李先念强调

全党都要认真地
、

谨慎地做 好统 一 战线 工

作
。

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
,

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
,

把小资产阶级
、

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

一道革命和建设
。

他指出
“

目前
,

我们要

把全省村农土地改革的工作做好
,

要合理调

整公私关系
、

工商关系
、

劳资关系
,

使城乡

生产进一步恢复与发展
。 ”

同时
,

要有步骤

地谨慎地改造 旧有文化教育工作
。 “

完成这

一系列艰 巨任务
,

要动员各革命阶级
、

各民

主党派的力量来办
,

动 员各 界有 识之 士来

办
,

才能办好
。

因此
,

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具

有莫大的意义
。 ”

李先念认为
,

加强统一战

线工作
,

就是要处理好各方面的政治关系
。

但是他又认为
,

要处理好政治关系
,

首先必

须处理好经济关系
。

他指出
“

须知
,

政治

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

经济关系调整不好
,

政

治上的团结必然遭到损害
。 ”

做好统一战线

工作
,

调整好各方面的政治关系
,

其目的是

为了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进行伟大的经

济建设
。

关于这一点
,

李先念的思想是明确

的
。

他说
“

我们要坚决团结各民主党派
、

各革命阶级
、

各界进步人士
,

诚心诚意与他

们共同合作
,

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
。 ”

④

在上地改革
、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

农业
、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
,

李先

念更是十分注意发展经济
。

本 来
,

土 地改

革
,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
、

手工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
,

就是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地

主阶级的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
,

消灭资本主

义的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
,

建立起完全社会

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
。

其 目的是彻底

地解放生产力
,

以比旧社会快得多的速度发

展经济
。

关于土地改革
,

李先念说
“

早在

土地改革开始的时候
,

中央就指出
,

必须把

土地改革搞好
,

为经济建设打好基础
。 ”

⑤

为了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

为经济建设

打好基础
,

李先念指出
,

必须执行中央的方

针
、

政策
,

执行正确的路线
。

不能右也不能
“

左
” 。

如果不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右
,

它

不能建立农村的新的生产关系
,

也就不能解

放农业生产力
,

不能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

是要打败仗的 但是
,

不讲方针
、

政策
,

侵

犯中农的利益
,

打击工商 业
,

普遍 追挖 底

财
,

把地主和富农都扫地出门等是
“

左
” ,

它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

孤立了贫雇农
,

打

击了生产积极性
,

同样不能使农业生产迅速

发展
,

也是要打败仗的
。

关于 社 会主 义改

造
。

李先念明确指出
“

社会主义改造的根

本 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 ”

不要因为社会

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方法
、

措施不当而影响生

产积极性
。

尤其要注意不要妨碍 广 大 农 民

和 手 工 业 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

他说
“

个

体的积极性
,

只要用在生产上就是好的
。 ”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
,

工农业生产应该有一个

大的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也应该有相应的提

局
。

就是党组织的建设
、

干部队伍和干部思

想建设
,

也都要考虑为促进工农业生产
,

发

展国民经济服务
。

全国一解放
,

政治斗争还

在如火如茶地进行的时候
,

李先念就极富远

见地积极发展党组织
,

大量提拔新干部和加

强干部的思想建设
,

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

人材准备
。

他说
,

过去我们不可能象今天这

样提出积极建党与大量提 拨干 部 的任 务
。

“

今天的情况变了
,

我们即将开始大规模的

经济建设工作
,

以便经过长期努力
,

把落后

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 国
,

建 设社 会主

义
。 ” “

这就需要我们党吸收大量的先进分

子到党内来
,

需要选拔大量懂得以至精通经

济
、

政治
、

文化各项业务的干部
。 ’

以便在

新的战线
,

在新的更为艰巨
,

更为持久的任

务面前
,

能领导和组织起 群众 取得 新的 胜

利
。

因此
, “

积极发展党组织和大量提拔新

干部
,

不但关系着目前 工作 任务 的完 成
,



而且关系着今后能否 建设 好社会 主义的 问

题
。 ”

③针对当时干部思想中存在的盲 目乐

观
、

麻疚松劲和临时观点
,

李先念指出
“

全

体党员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

努力学习
,

懂得实现最终 目的 的 策略 和步

骤
,

以满腔热情和坚定毅力进行不屈不挠的

奋斗
。 ”

他说
“

有的同志
,

只看到已有的

成绩
,

看不到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
,

比

如只看到土改任务完成了
,

看不见农村山上

无树
、

堰塘无水
、

房屋破 旧的贫困落后状况

还没有改变
,

在那里只 是 叫 好
,

作胜 利美

梦
。 ”

还有一 些干部有临时观点
,

不安心工

作
。 “

这也是考虑个人的利害多
,

考虑建设

国家
、

途设农村的伟大事业少
。 ”

它不利于

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

因此
,

李

先念希望广大干部用马列主义武装 自己的头

脑
,

并 梦识到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中国的任

务是艰厄的
、

光荣的
,

应该以惊人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来完成新的任务
。

一切有碍生产发展的事情应尽量避免

李先念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

会发展为客观规律
,

以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的最终目的
,

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革命

的前途出发
,

他认为办 一切事情都要从发展

国民经济
,

壮大无产阶级 上层建筑所必须的

经济基础
,

巩固无产阶级改 权着 眼
。

早 在

年
,

李先念就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

明确地提出了
“

一切有碍生产发展的事情
,

都应尽量避免
”

的思想
,

并将这一思想运用

于指导实践
。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

入发展
,

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

李先念的这一思想首先体现在对民族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政策 上
。

新中 国一 诞

生
,

党中央就及时地制定了以公私兼顾
、

劳

资两利
、

城乡互助
、

内外交流的政策
,

达到

发展生产
、

繁荣 经 济 的 目的的我国经济建

设的根本方针
。

李先念不仅赞成这个方针
,

而且及对地在实践中贯彻实 施
。

他 认 为
“

应该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

下
,

分工合作
,

各得其所
,

以促进整个社会

经济的发展
。 ”

这是因为
,

中国是一个幅员

辽阔
、

资源丰富
,

但经济非常落后的大国
。

要迅速改变这种贫穷落后 的面貌
,

建立起社

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厦
,

就需要大量的专业人

员
、

机构
、

技术和资金
,

这些都不是 目前力

量所能及的
。

因此
,

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民族

工商业政策
。

要在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

社经济的间时
,

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和

个体农业
、

手工业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
。

他

说
“

现在我们搞贸易公司
、

办合作社
、

建

工厂
、

培养财经干部等
,

是为了发展城乡生

产
,

为人民服务
,

并掌握必要的物资
,

打击

一切危害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行为
。 ”

这样

办的目的
,

是为了逐步扩大 国营工商业的比

重
,

以便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
,

采用适当

的方式替代私人资本
,

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
。

然而
, “

全部代替私人资本是我

们将来发展的方向
,

是多少年以后的事
。 ”

“

但在今天
,

我们的政策不仅允许私人资本

存在
,

而且鼓励其按照国家法令加以发展
。 ”

这样做就是为了早 日实现上述 目的
。

李先念

针对当时有些人看见私人资本家赚了几个钱

就眼红的现象
,

明确指出
“

我们的同志应

该看到
,

在当前恢复经济阶段
,

私营工商业

越发展
,

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越有

利
,

对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

善也越有利
,

对社会的安定 也越 有 利
。

“

他们做了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
,

赚些

钱是合理合法的
。

没有钱赚
,

他们就什么也

不干
,

这对全局不利
。 ”

李 先 念 同时 也指

出
“

当然
,

我们允许他 们获得 正当 的利

润
,

而不允许他们投机倒 把
,

妨 害国计 民

生
。

还应该看到
,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有

利用的一面
,

还有限制的一面
,

我们并不是

无限制地任其发展
,

任其照旧办法剥削
。 ”

这就有斗争
。 “

但这种斗争不同于打倒
,

而

是制止其非法行为或有 害于 国计 民生 的活

动
。 ”

当前的间题是在经济上如果对私营工



商业打狠了
,

工厂开不成
,

商店关门
,

工人

要失业
。

因此
,

在斗争中
,

要十分注意经济

政策
,

使之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
。 “

一切

有碍生产发展的事情
,

都应尽量避免
。 ”

⑦

在土地改革中
,

李先念一直注意保护中

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

他认为
, “

巩固地团

结中农的政策
,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动摇
” 。

因为
, “

中农是我们永久的同盟军
,

现在与

我们一道进行土改
,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建设
,

将来还要与我们一道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
。 ”

因此
,

在土改中决不能侵犯中

农的利益
,

政治上也要团结他们
。

应该充分

利用他们的积极性发展生产
,

否则
,

不仅不

利于土改的顺利进行
,

更不利于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
。

因此
,

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必须避

免
, “

这类现象一经发现
,

必须立即制止
,

并坚决进行赔偿
。 ”

⑧

知识分子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一支重要的主力军
,

随着科学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
,

它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

如果没有知识分

子
,

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实现
,

就连社会主义

也无法建成
,

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

可能在一个全是文盲的国度里建成的
。

这是

马克思主义早已阐明了的问题
。

新中国一建

立
,

李先念就十分注意尊重知识和尊重知识

分子间题
。

他认为要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

必须要有现代科学技术

知识和懂得这些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
,

否则要取得经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

因

此
,

必须树立尊重知识
,

尊重知识分子的思

想
。

针对有些人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家
、

工程

师
、

专家
、

技术人员的尊重很不够
,

甚至鄙

视他们的思想行为
。

他指出
“

我们有一部

分同志
,

似乎认为现在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

人是文盲还不够吓人
,

不尊重知识分子
,

不

争取
、

团结
、

使用他们去改变这种状况
。

有

的同志甚至以农民的狭隘 观念 鄙视知 识 分

子
,

企图用各种不正确的办法来限制他们
。

这是多么错误的思想
”

李先念认为
,

要迅

速提高社会生产力
,

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国

家经济
,

仅凭人们的热情是不够的
,

必须要

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

只有把热情和现代科

学技术知识结合起来才 有出 路
。

因此
,

他

说
“

我们要建设一个发达的工业国
,

仅凭

同志们的忠实
、

坚定
、

勇敢和牺牲精神是不

够的
,

还必须掌握科学知识
,

有广大知识分子

参加
,

才可能实现
。

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

倾向
,

是危害党的利益的
,

是极其错误的
。 ” ⑨

那种鄙视知识
、

鄙视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
,

是无知的落后小农思想的反映
。

放着知识分

子这支力量不用
,

大量浪费极其宝贵的专门

人材
,

是
“

傻瓜一个
” 。

搞经济建设还必须实事求是
,

按照客观

经济规律办事
,

要避免象 年那样的盲目

冒进
、

大呼隆和乱折腾
。

对于经济建设中的

头脑发热和盲目冒进的行为
,

李先念一直是

反对的
。

早在 年
,

当经济生活中一出现

冒进现象
,

李先念就及 时地 予 以 指出
,

他

说
“

年财政
、

信贷
、

商品都是入不敷

出的
,

人员是增加的
,

这说明 年国家预

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
。 ”

但是
,

年的冒进并没有引 起 人 们 的重

视
,

更没有得到制止
。

发展到 年则达到

顶点
。

结果 出现了
“

万马奔 腾
”

的
“

大跃

进
” ,

括起了
“

共产风
” 。

当时许多人还误

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

对此李先

念明确地指出
“

这种积极性实质上是盲目

性
,

违反了实事求是
、

量力而行的原则
。 ”

他说
“ ‘

万马奔腾
’ ,

还要勒住缀绳
,

不能

成为
‘

脱级之马
’ 。 ”

由于头脑过热
,

人们并

没有听进这些话
。

其结果造成经济的重大损

失
。

后来
,

李先念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
,

年在财贸方面搞
“

两放三统一包
” ,

结

果助长了资金
、

物资的分散
,

引起了相当的

混乱 在商业方面
,

搞乱了商业渠道
,

影响

了城乡物资交流 在粮食等农业产 品的征晌

上
,

搞高指标
、

高征购
,

结果挖用了大量的



库存
,

同时还提出了
“

棉花三集中
” 、 “

杀猪

一把刀
” 、 “

粮食归我管
” 、 “

吃饭由我包
”

等等不正确的方针
,

也都 给尧 济造 成了 危

害 在工作方法
、

工作作风上搞主观主义
、

命令主义
,

群众路线有所削弱
,

经济工作采

取大呼隆的办法
,

强调搞声势
,

流于形式

经营管理
、

规章制度混 乱
,

职 工 队伍 削弱

了 , 社会主义分配渠道到处漏水
。

他最后总

结说
“

大跃进时
,

广大群众热情很高
,

我

们领导上犯了高指标
、

瞎指挥
、

刮
‘

共产风
’

的错误
,

结果损失很大
,

经过三年调整
,

才

恢复过来
。 ”

⑩ 他还说
‘

要很好总结过去

的经验
。

要认真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
,

不要

老虎庇股摸不得
。

要以责人宽
、

责己严的态

度检查工作
,

总结经验
,

下功夫从主观上好

好挖一下
,

不要强调客观原因
。 ”

以避免

今后再出现类似的错错
。

至于象
“

文化大革命
”

这样的大折腾
,

李先念认为更是应该避免
。

他说
“ ‘

文化

大革命
’

动乱十年
,

林彭
、 ‘

四人帮
’

干扰破

坏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
。 ”

这种破坏首先表

现在意识形态方面把人们的思想观念搞乱
,

然后达到破坏经济的目的
。

李先念指出
“

过

去
,

我们要抓生产
,

他们就说是
‘

唯生产力

论
’ ,

是
‘

用生产压革命
’

我们要扭亏增盈
,

他们就说是搞资产阶级的
‘

利润挂帅
’

我们

为了发展生产
,

改善人 民的吃穿间题
,

要进

口几套化肥和化纤设备
,

引进外国的一些先

进技术
,

他们就说是
‘

祟洋媚外
’ , ‘

洋奴哲

学
, ,

是
‘

把我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外国资本家

的裤腰带上
’ 。

总之
,

谁要抓经济工 作
,

他

们就给谁打棍子
、

戴帽子
。 ”

搞得人们不敢

放开手脚
、

理直气壮地抓经济工作
。

结果
,

不少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

生产能力没

有发挥出来
,

许多工厂虽然没有停产
,

但是

劳动效率低
,

物资消耗大
,

生产成本高
,

产

品质量差
,

经济领域一片棍乱
。

当时的国

民经济已经跌到了崩溃 的边 缘
。

年的
“

大跃进
”

和随后的
“

文化大革命
” , “

这

两次大的折腾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

但它们在

经济上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

而且还严重地

挫伤了人民猫众的积极性
。

这两次大折腾
,

还有一些小折腾
,

耽误了许多 时 间
。 ”

现

在
,

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能把耽误了的时间赶

回来
,

尽快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

使国家早

日富强起来
,

人 民的生活能够得到比较大的

改善
。

人民群众的这种愿望
,

同经济发展的

客观规律是一致的
,

是谁也不能违背的
。

按

人民的意志办事
,

这是执政 党的 职责
。

因

此
,

李先念指出
“

今后
,

工作中发生一些

缺点
、

错误还是难免的
,

但一定要进免走大

的弯路
,

小的折腾也要力求进免
。 ”

创造比旧杜会高褥多的劳动生产率

一般地说来
,

无产阶级 在 取得 政权 以

后
,

问题并不在于用什 么 方式 夺取 生产工

具
、

原料和生活资料
,

而是当社会一旦占有

了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后
,

就应该立

即组织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们及时有效地

利用这些要素
,

进行比 以前社会更大规模的

生产
,

并 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得多的劳动

生产率发展经济
。

毫无疑义
,

无产阶级取得

政权以后
,

应该把发展经济
,

提高劳动生产

率作为根本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 “

十月革

命
”

一成功
,

列宁就及时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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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他们反抗

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
,

必须要把创造

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

务
,

提到首要地位 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

劳动生产率
,

因此
,

并且为此 就要有更

高形式的劳动组织
。 ”

⑧李先念针对中国的

实际和无产阶级政权基础的需要
,

也十分重

视提高劳动生产率
。

他认为
,

我国搞四个现

代化
,

就是要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来逐步改造

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各部门
,

用高度机

械化 自动化的生产来代替绝大部分手工业式

半手工业式的劳动
,

努 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

他在批评有些人还是用小生 产的 眼 光
、

习



惯
、

方法来看待和组织社会主义的大生产时

指出
,

要依靠分工和协作的发展
,

交换范围

的扩大
,

提高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

促进

生产的迅速发展
。

并且还说
“

对于生产企

业
,

要促进它们提高机器设备的利用率
,

减

少固定资产的损耗
,

节约 原 料
、

材料
、

燃

料
,

加强劳动的定额管理
,

避免劳动力的浪

费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增加产品的数量
,

提

高产品的质量
,

降低成本
,

减 少资 金 的古

用
,

加速资金的周转
。 ”

⑩

发展经济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关键在于

调动劳动主体的生产积极性
。

因此
,

首要的

是要相信群众
,

依靠群众
,

坚持群众路线
。

李先念指 出 过去
, “

在政治改革中
,

我们

坚决地依靠了群众
,

今后 的经济建设
,

更要

进一步坚决地
、

毫不动摇地依靠群众
。 ”

这

不仅因为
“

发动群众是开 展一 切 工作 的关

键
, ”

尤其是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
、

提高劳

动生产率的关键
,

而且还因为
“

依靠群众是

我们的基本观念
,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基本

路线
。 ” “

因此
,

群众观点
,

群众路线
,

以

及群众工作方法
,

必须贯彻 到 各 项工 作中

去
。 ”

特别要贯彻到经济建设工作中去
。

李

先念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由夺取政权转移

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

需要加强行政领导和

依靠技术专家
,

还要不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的

问题作出回答
。

他说
“

有人 以为政治改革

要依靠群众
,

不靠不行
,

生产 建 设就 不一

样
,

可 以只依靠行政领 导和 技术 专家 就行

了
。 ”

这显然是错误的
,

生产建设一样必须

依靠群众
。

他辩证地阐述了依靠行政领导
、

技术专家和依靠群众之间的关系
。

他指出
“

不错
,

进行经济建设是要加强行政领导
,

要充分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
,

但是
,

如果不

走群众路线
,

离开群众的智慧和热情
,

那就

是单纯的行政观点和技术观点
。 ” “

行政领

导如果与厂大群众格格不入
,

官僚主义势必

发展
。

技术专家如果脱 离群众的实践
,

在政

治上和技术上都不会有什么长进
。 ”

因此
,

“

我们共产党人
,

任何时期 都必 须 依 靠群

众
,

一切工作都必须将群众 发动 和 组 织起

来
。 ’,

⑩如果在经济建设中不相信群众
,

怕

他们发挥创造性
,

怕他们发挥主动性
,

在他

们的努力发展经济的毅力面前退缩
,

而不能

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们
,

必然地给经

济建设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带 来 危 害
。

因

此
,

只有相信和依靠人 民群众的人
,

只有投

入到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
,

才能获得经济建设的胜利
。

李先念认为
,

相信和依靠群众搞经济建

设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就是 要在 经济 工 作

中
,

不仅重视物的因素
,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

重视人的因素
。

他说
“

我们在讨论和安排

经济工作时
,

当热要看到物的因素
,

要认真

算帐
,

这是重要的
。

但是
,

当前尤其重要的是

充分重视人的因素
。

现在那么多亏损企业
,

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

增产

节约
,

扭亏增盈
,

一旦扭转过来
,

全 国财政

收入一年就可 以增加十几亿元
,

甚至几十亿

元
。 ”

现在群众中蕴藏着一种强大的迫切要

求把国民经 济搞上去的动力
,

有一种很高的

发展经济的愿望和积极性
,

这个力量决不可

低估
。

李先念说
“

我们在抓经济工作中
,

要充分估计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 ”

这种

积极性是极其可贵的
,

我们必须认真加以保

护
,

充分利用
,

不能有丝毫的挫伤
。

总之
,

我们搞经济建设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提高经

济效益
,

一定要重视人的因素
,

要看到人的

能力大有潜力可挖
,

依靠群众希望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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