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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海澄镇内溪
村碑头社，苏静将军的故居静静矗立。
简陋的四房一厅内，除了东北房间放着
一张苏静当年睡过的木制老床和一个老
木柜，其他房间内空空荡荡，没有一件值
钱的用具。

苏静将军在世时，当地政府曾多次
建议修缮将军故居，但每次都被他严词
拒绝。这方故居，犹如一位沧桑的老者，
诉说着这位开国中将的清廉朴素。

生活俭朴 淡泊名利

苏静，这位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辽
沈战役中的智多星、北平和谈中与傅作
义方面签署《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
协议书》的解放军代表、立下了卓越战功
的开国中将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始终保
持一名共产党员清廉朴素的本色，一生
淡泊名利。

新中国成立后，苏静历任中南军区
副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

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身
居高位，苏静却长期居住在北京西四一
个老旧的四合院里。刚搬进去时，房间
不少窗户还是纸糊的，一半的房子没有
暖气。一到冬天，一家人就要挤到有暖
气的三间北房里。计委的同志看到苏静
的住房条件简陋，几次以安全为由，提出
要另找一套新的四合院，可苏静坚决不
同意。

1952 年中央军委成立军务部，苏静
担任军务部部长。当时国家从苏联进口
了 一 批“吉 姆 ”车 ，配 发 给 领 导 干 部 使
用。军务部刚好负责这批车的分配。苏
静主动对工作人员说，给他随便找一辆
车就可以了。其原秘书葛志刚回忆道：

“后来苏部长用的是一辆从香港买来的
二手车，是深绿浅绿两种颜色。当时我
们觉得应该配相应级别的车，建议换一
辆。部长笑笑说，不用了，我看挺好，一
眼就能看得到，开完会出来也好找。”

警卫员陈伟跟随苏静多年，在他的

记忆中，首长生活简朴，吃饭非常简单，
“大多时候中午一碗面条，晚上一碗稀
饭，从不挑剔饭菜，做什么就吃什么，从
没有意见”。让陈伟印象深刻的是，首长
很注意节约，他时常看到首长在深夜亲
自去关掉院子里的灯，把还在滴水的水
龙头再三拧紧。有一次，陈伟看见首长
自己修理漏水的坐厕，他赶紧跑过去，蹲
在首长身边嘀咕了一句：“水费又不贵，
明天请人来修吧！”正在忙活修理的苏静
抬起头，一字一句道：“我们没有浪费资
源的权利啊！”

张怀德当时是苏静的司机。他的习
惯是听见首长车门关上的声音后，就径
直开出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有
一次苏静去开会，临上车时想起一些文
件忘记带了，就把打开的车门一关，转身
去取。张怀德听见关门声，以为首长上
车了，径直开到会场。回头一看，车里没
人，急忙往回开。走到半路，看到首长抱
着文件包走得满头大汗，张怀德尴尬得

满脸通红。可上车后，苏静一句也没批
评他，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身居高位 不谋私利

1960 年 3 月 6 日，接到养母病重的
消息后，苏静连忙从北京赶回家乡。第
二天，见到离家多年的儿子后，养母永远
地闭上了眼睛。

当时，苏静已被授予中将军衔。不
少乡亲们都以为，苏静身为将军，他养母
的丧事肯定会办得十分隆重，不然“面子
上”也过不去。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苏静当着众
多亲人的面，将身上仅有的 60 元钱交到
妹妹苏金花手中，要她置办东西，着手料
理好养母的后事。

“这点钱要怎么办丧事？”妹妹一脸
惊讶。

“怎么不能办？一切从简！”大哥不
容置疑。

这是苏静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乡，

一些当地干部群众也想借此机会，上门
吊唁送礼，帮助将军把养母的丧事办得
热闹一点。苏静一一谢绝，连一个花圈
都不肯让当地领导送过来。就这样，用
最简单的仪式，苏静将军办完了养母的
后事。

苏静的夫人冯澍芬是 1939 年参加
革命的老同志，20 世纪 50 年代复员在
家。60 年代有不少类似情况的女同志
恢复了工作和待遇，还上调了级别。苏
静的老伴也向他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
是苏静觉得自己是领导干部，又管理着
办理此事的业务部门，如此办事有利用
职权之嫌。他劝老伴一切要知足，就不
要向党伸手了。

从国务院返回军队后，有人劝苏静
说：“你在国务院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应
该去找熟悉的首长，安排一个合适的职
务。”苏静一笑了之。返回军队后，解放
军总参谋部领导找苏静谈话，准备安排
他做总参顾问，苏静明确表态说：“名誉
职务就不要了。”

“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要做工作
中的急先锋，荣誉前的大逃兵。”苏静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
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
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
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
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
全新政治制度。”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个“好制
度”伴随民族求索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一 路 走 来 ，在 长 期 实 践 中 得 到 持 续 巩
固、发展和完善，展现出蓬勃生机和巨
大优势。

沿着这条时间线，去深入了解一下
“好制度”的探索建立历程吧！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一
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我
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
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
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为我国根本政
治制度定下基调。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大
会 制 定 了《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宪 法 大
纲》，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成 立 。
1934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

这两次大会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

度政体的演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开展政权建设的开端，也是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建立的抗日
民主政权实行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
议会制度，即在各级参议员和政权机关
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
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 1/3。人民普选
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成为
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
形式。

1948 年 8 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
会在石家庄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以

“人民代表大会”命名的最高层次的地
方权力机构，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前奏和雏形。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
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
明确安排，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
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4 年 9 月 15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
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1956 年 9 月 ，党 的 八 大 在 北 京 召
开 ，这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首 次 召 开 的 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开始探索适合
我 国 国 情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道 路 ，对 健
全党和国家制度提出了很多好的政策
主张。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提出，“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
要议程上来”。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
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要改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82 年 11 月 26 日，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会议于 12
月 4 日通过了现行宪法，加强了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建设。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提出要进
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各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

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
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
的高度，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
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明确到 2010 年形成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进一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
设。 2005 年 5 月，党中央转发《中共全
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
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新形势
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
人大工作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

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按照
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强调要坚
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定不移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得历史性成
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2021 年 10 月召开的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新时代加
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重大原
则和主要工作，为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
了根本遵循。

（来源：求是网）

新中国走过的路

了解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图为前不久人们参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
表大会会址，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来源：新华社 图/陈晔华）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
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
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这是一段自带“背景音乐”的文字，
您看到时是不是也会轻轻哼唱？《丢手
绢》，几乎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儿歌。可能
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诞生于七十多年
前的延安保育院。

1935 年至 1948 年，中共中央、毛泽
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陕北战斗生活了
13 个春秋。那时的延安，是烽火硝烟中
的革命圣地，澎湃的革命激情之中，也流
淌着《丢手绢》这样的童真和欢乐。

这是革命年代延安娃的童年欢乐，
延安保育院就是他们成长的摇篮。

延安保育院是当时设立在延安的儿
童保育院、托儿所的统称。据不完全统
计，延安保育院在十余年间养育了 5000
多名孩子，大多数都成长为建设新中国
的栋梁之材。

“天毛毛（蒙蒙）亮，这一长列五十孔
石窑洞的大院落，就显得十分喧闹——
孩子们醒来了。刚敲过起床钟，阿姨们
都赶来给他们穿衣服。当阿姨们挨近
床边时，她们应接不暇地握着很多的小
手——在我们这里，一天的生活是这样
开始的。”

保育员鲍侃这样记录第一保育院的
清晨，字里行间流露着温暖和欢快。这
样“萌化了”的场景，正是保育院的日常。

文章发表在 1945 年 4 月 4 日的《解
放日报》上，标题是“一切为了孩子”。从
第一保育院到中央托儿所，到第二保育
院，都把这句话奉为誓言、信仰，也真的
把这句话变成了每一天的每一件事。

鲍侃就是儿歌《丢手绢》的词作者。
她 1939 年来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和中国
女子大学学习。在保育员中，鲍侃文化
水平较高，当上了第一保育院的文化教
员和保教科长。

丢手绢就是那时孩子们常玩的游
戏，但是还没有儿歌，一般是阿姨带着孩
子们拍手。能歌善舞的鲍侃就编了几句
简明、童真的歌词，伴着节奏唱出来。孩
子们一学就会，很快就流传开来。

孩子们的歌声偶然被作曲家关鹤岩
听到，甚觉有趣，给《丢手绢》谱了曲，旋
律变得更加朗朗上口。从此，《丢手绢》
成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摘自《北京日报》 文/董少东）

■ 王奕君

粮票，曾经作为“第二种货币”，在
上世纪 50 至 90 年代物资匮乏的时期，
计 划 供 应 、统 一 调 配 着 老 百 姓 的 饮 食
之需。

粮票是一种购粮凭证，在全国 2500
多个市县乃至一些小镇，大面积全方位
地覆盖了人们的生活，数量和种类之多，
堪称世界之最。以地域分，有全国粮票
和地方粮票之区别。以面额分，有壹市
两、贰市两、伍市两、壹市斤、贰市斤、伍
市斤、拾市斤等很多种。

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是一个
时代的缩影。粮票的发放有着严格的标
准，儿童的粮食供应量是每月 6 斤半，一
般成年人每月 30 斤左右。那时，几乎家
家都有杆秤，每顿饭都要“称”着吃，如不
精打细算，就会饿肚子。

在那个年代，粮店要算是最繁忙最
热闹的场所了。每到周末或月底，粮店
门前便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大家手里攥
着面额不一的粮票，如同攥着自己和全
家人的身家性命一样。

那时候，“粮油供应证”更是一个宝
贝，手持一本红色或蓝色的粮油供应证，
找工作或找对象都占优势。农村人没有
粮油供应证，进了城便是“黑户”。那时
的城里人找对象，如果找了个农村人，其
代价就是自己的口粮直接被夺走了一
半。

在那些流通票证的记忆中，也少不
了一些丢票证、画票证的灰色往事。

有人描述过这样的场景：某家粮店
在排队买粮的队伍中，一个十五六岁的
男孩，突然惊慌地四处翻找，刚刚还放
在兜里的 20 斤粮票没了。孩子脸都吓
白了，20 斤粮票可是一家人好多天的口
粮啊！粮店的工作人员征求大家意见，
随后关了大门，一齐帮忙翻找。如果找
不到，他们就打算叫派出所的民警过来
了，此时，有个人站出来，说他捡到了。
没人追究他是捡的还是偷的，眼看孩子
的粮票被还了回来，大家总算长出了一
口气。

在电视剧《娘要嫁人》中，张鲁一扮
演了一个为爱倾尽全力的痴情男，他的
恋人年轻守寡，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艰难
度日。他宁愿铤而走险，精心绘制票证
为她们一家人“改善生活”，而他自己却
被人告发，在充满喜庆和希望的大年三
十，被公安机关带走，美好的情路就这样
被拦腰截断……

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有
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直到 1993 年，全国通用粮票退出了
人们的生活，我们彻底告别了计划经济
时代，迎来了 市 场 经 济 的 新 时 代 。 当
我 们 走 在 琳 琅 满 目 的 商 业 街 、走 进 富
丽 堂 皇 的 大 饭 店 时 ，终 于 迎来了可以
自己控制钱袋、可以任意满足味蕾的新
生活。

清廉朴素 将军风范

《丢手绢》：诞生于延安保育院

粮票：一代人的记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 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28 周年的日子。各民主党派这天联
名给中共中央发出贺电，贺电说，四万万
七千五百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
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
是一件痛快无比的大事……

9 月 21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毛泽东
说了大体相近的一段话：“我们有一个共
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
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
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与会者
的掌声持续了五分多钟。

如果问一个过来人，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时候，对哪一句话印象最为
深刻，大概十有八九会说，是毛泽东说的
那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
义列强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
人民头上，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所要完
成的一个严峻的历史任务，就是争得国
家完全独立和民族彻底解放。于是，人
们看到，1949 年后，驻扎在中国大陆地
区的外国武装力量被迫全部撤走，帝国
主义列强原来享有的兵营地产、内河航
行、海关管理、领事裁判等各种特权都被
一一取消。

当时许多人都觉得世道变了。那时
候的常用词是“解放”“翻身”“不受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各地都召开了
人民代表会议。广大人民群众开始行使
自己的民主权利。什么是“民主”？1949
年 8 月 31 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
大学问家费孝通的文章，他说自己很早
就听见过这“民主”两个字，但是究竟怎
样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并不明

白。正是在北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看
到的场景，让他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民
主：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
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
瓜皮帽的，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
使他第一次对民主的形式和民主的事实
有了认识。

中国共产党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共有 662 名代表，
包括各党派、团体、区域以及特邀的代
表，还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妇
女、自由职业、华侨、宗教等 10 多个界别
的各阶层代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
未有的事情。

老百姓嘴上的“民主”，在政治上的
表达，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于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和政权机关，
前面都加上了“人民”二字，如人民代表
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人民铁道、人民邮政，包括使用的货币也
叫“人民币”。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土
地改革，既是为解放贫苦农民，也是为把
农村的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中解
放出来，彻底完成中国革命最基本的一
个历史任务。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搞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
初就定下来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那时人
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要像苏联那
样，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资料所有制基
本都成为公有制，大家一起按劳分配。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现实国情不
允许这样搞。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
让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继续
发展，在国民经济恢复并经过生产力相
当程度的发展以后，再开始采取社会主

义的步骤。
到 1952 年，国家经济以没有预料到

的速度得以全面恢复，社会的经济运行
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营经济占据
了市场的主动权。于是 ，在 1953 年到
1956 年之间，中国盛行一个政治名词，
叫“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工业化，这
是目标，是主体；“三改”，就是对农业、资
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一化三改”被称为社会主义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背后，
蕴含了当时中国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
的设想——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
关系的改善，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然后
进入社会主义。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
就是在农村搞农业合作化。1952 年，河
北省燕山山脉的村落里传出了一个有趣
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
农民。他把村里最穷的 23 户农民联合
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社里唯一的
一头驴还有 1/4 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
的村民，人们就称他们是“三条驴腿的穷
棒子社”。正是靠这 3 条驴腿，这个初级
合作社第二年就发展到了 83 户，粮食亩
产量从 120多斤增长到了 300多斤。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在 1955 年亲
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
本书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
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
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
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毛泽东当时花很大工夫编辑《中国
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目的就是
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早日完成农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就在他编辑这本书的同
时，通过 1955 年的几次会议，农业合作
化运动进入了高潮。看到几亿农民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人说，“他现在
很高兴，甚至比 1949 年建国的时候还高

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使中国的情
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到 1956
年年底，全国已有 96.3%的农户加入了
合作社。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也很顺利。

比较复杂的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采取的办法是搞
公私合营，和平赎买。当然，一些经营得
还不错的，特别是资产规模比较大的资
本家，对搞公私合营，心里难免忐忑和犹
豫。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邀请
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希望大家能认清
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
主义道路。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
仁表示：“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
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
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
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
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

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年底，用了 4 年
左右的时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
造的任务。从那时起，中国迈进了社会
主义社会的门槛。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
强大不起来的。1953 年第一天到来的
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行的脚步中出
现了新的音符。《人民日报》这天的社论
里 出 现 了 一 个 新 名 词“ 第 一 个 五 年 计
划”。社论还说：“工业化——这是我国
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的确，工
业化的景象让人激动，让人感到新奇和
自豪。当 1956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
完成的时候，从前连铁钉都要进口的中
国，第一次有了自己建造的飞机、机床和
电子工业。这一年，随着 12 辆解放牌汽
车出厂，一首叫《老司机》的歌曲唱遍大
江南北。

1956 年秋天，迈进社会主义门槛的

中国，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毛泽东在开幕词里说，这次大
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
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
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的中国而奋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
未 有 的 。 俗 话 说 ，“草 鞋 没 样 ，边 打 边
像”，既然是前所未有，那就在实践中摸
索前进吧！

在摸索中，中国共产党逐步积累和
创造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理
论。比如，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探索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党和国家的工
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
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
设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张社
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
换；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战略目标是
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等。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需要发
扬 艰 苦 创 业 的 精 神 去 干 ，才 会 具 有 模
样。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最能看出一个
民族的性格和精神。那是一个英雄辈出
的年代，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他们的故事，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
之中。

为了早日建成大庆油田，石油工人
王进喜，在油井发生意外井喷时，率先跳
进泥浆池用身体来搅拌水泥，被称为“王
铁人”；“有一种花儿名叫马兰，你要寻找
它，请西出阳关”，这首歌是献给那群隐
姓埋名远赴大漠戈壁的“两弹一星”功臣
的；解放军战士雷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22 岁，但他践行的时刻为人民做好事的
精神，在今天化为无数青年志愿者的自
觉行动；河南省兰考县已经治住了风沙，
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可人们永远不
会忘记他们的县委书记焦裕禄……

（摘自《求是》 文/陈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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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

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亿万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