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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一定意义上说，
就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和根本宗旨，提出并
不断兑现对人民的承诺的历史。通过社会
主义实现共同富裕，就是我们党对全体人民
作出的郑重承诺之一。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先进分子就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
会主义的研究宣传中萌生了“共同富裕”思
想。1915年 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
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指出，

“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
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
福。”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发表的《社会主义
批评》的演讲中，他又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
弊病之一就是“不平均的分配”，造成“雇人的
游惰阶级（指资产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的
分离越发显著”，而这都“是社会主义时代所
不许的”。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主义
与社会运动”课程时，也对社会主义的定义、
历史和特点等进行了生动描述，指出：“社会
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
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
最大的幸福。”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始终坚持把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
初心使命。为了这个初心使命，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打土
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帮助穷苦
人翻身得解放，夺取了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
新中国，其伟大意义是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为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
政治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共同富裕”一词第一次写
进党的重要文献和重要报刊，是在 1953年。这
年 9月 25日，《人民日报》发布庆祝新中国成立
四周年口号，口号的第 38条号召全国农业生产
互助组的组员们和合作社的社员们“团结一
致，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粮
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增加收入，争取共同
富裕的生活”。这是在党的重要报刊中第一次
出现“共同富裕”概念。同年 12月 16日，由毛
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向全国公布，其中提出，为

着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
最根本的任务，是要“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
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
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
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
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
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这是在党的重要
文件中第一次使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概念之所以在 1953年及之后
被广泛使用，不是偶然的。这一年，我们党酝
酿并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
渡时期总路线，也就是让个体农民通过互助
合作的办法，实行生产集体化，一步一步过
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为什么新中国成立
仅三年、农村土地改革刚刚完成、大规模的
新民主主义建设尚未完全展开之时，就又提
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呢？显然，这是需
要向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界作广泛
深入的宣传解释和教育引导工作的。“共同
富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个过程中，
首先着眼于教育引导广大农民把个人土地
所有制变为集体土地所有制——走集体化
道路而提出来的“明白易懂”又能够为农民所
接受的美好愿景和重要概念。

1953年 11月 9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
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
社论，强调“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乃是全
体农民的唯一光明大路”“这样的结果是大家
富裕”。从当年 11月 26日起，《人民日报》在第
三版特别开设了“向农民宣传总路线”专栏，先
后发表了廖盖隆、郭小川、吴江、熊复等撰写的
8 篇宣传文章。这些文章指出，对农民来说，

“三十亩地一头牛”这种小农经济的生活是算
不得富裕的，因为个体农民耕地少，耕种分散，
技术落后，收获量少，一年到头费尽辛苦，收入
还是有限得很，“只有农民联合起来组织农业
生产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农业生
产进步，使全体农民都过富裕的生活”“才能大
家共同富裕”。著名诗人郭小川在给专栏的投
稿中则直接把“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联结
起来，指出：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摆在个体农民
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向社会主义发
展；另一条路是向资本主义发展。“走资本主义
的路，是少数人发财、绝大多数人贫穷破产的
路，对于广大农民说来，是极其悲惨、极其痛苦
的路”；只有“社会主义的路是农民共同富裕的
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郭小川写道，在农
村，社会主义就是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土地、大农具、大牲畜等），大家联合起来用新
式农具、农业机器和新的农作法进行大规模生
产，分配方法是“按劳取酬”，生产的东西特别
多，鳏寡孤独也能够得到社会的照顾，“使大家
能够共同富裕”。总之，“社会主义社会是最幸

福、最光明的社会”“可以使农民一步步共同富
裕起来”“在社会主义的路上走一步就有一步
的好处，越往前走，好处越大”。

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从 1953年下半年
起，全国各地农村通过放映电影、幻灯、举行
图片实物展览会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
聚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社会
主义工业化对农民有什么好处”等问题，普遍
向农民群众开展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
育，使农民逐步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
路，才能永远摆脱贫困走上大家共同富裕的
道路”。通过深入广泛的宣传引导，“共同富
裕”不仅为广大农民所接受，也很快得到了
全国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理解认
可。1955 年 11 月 21 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
合会执委会在告全国工商界书中写道：“我
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天一天在蓬
勃发展，我们的祖国一天一天在繁荣富强，我
们国家的事业是无限宽广的，工作是作不完
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
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全国工商界
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在致毛泽东的保证书中说：

“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教导下，才懂
得了资本主义腐朽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而选择了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
义康庄大道。”“我们一定和全国人民全国青
年一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
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底！”全国妇女界人士也
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如此与人民的生活福利
相关联，它是一条这样美好的使全体人民走向
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妇女
在内，大家都喜欢它，拥护它。”

毛泽东是“共同富裕”的最早倡导者和积
极实践者。1949年 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
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信
中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
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
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
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
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艾奇逊的意思很清
楚，认为中国的长期贫困主要是由人多地少
这个客观情况造成的，是哪个政府都解决不
了的难题。毛泽东驳斥了艾奇逊的论调，认
为“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
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
就可以到来”。毛泽东把走社会主义道路作
为消除中国的贫困、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唯一出路。 1953 年 10 月，还在酝酿提出

“共同富裕”概念时，他就明确提出，走“资本
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
苦的道路”。这种“痛苦”就痛苦在走资本主
义道路，最终带给人民的是两极分化、贫富悬
殊的结果，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初心
使命相悖，更与人民的期盼愿望相悖。因此，
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
定了的。”怎样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让
国家富强、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呢？毛泽
东强调，“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
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
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
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
份”“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这种“有
把握”能够实现“共同富”“共同强”“更富更
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毫无疑
问，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一言以蔽之，仍如毛
泽东所言，“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
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
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共同富裕”从提出
的第一天起，就是与“社会主义”紧密联系、牢
牢“捆绑”在一起的概念。我们党从号召广大
农民乃至全国各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之初，

就是包含着作出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够让全体
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郑重承诺的。

为了兑现这个郑重承诺，以毛泽东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艰辛探索、艰
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
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在前人奋斗的基础上接续奋斗，把
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
容，作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
因素，作为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作为践行初
心使命的光荣使命，实施改革开放，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巨大新成效。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
面胜利，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向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第二个百年征程，
我们一定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回应人民群众
对于公平正义和美好幸福生活的新期盼，把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上，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
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
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持之以恒把党向人
民作出的经由社会主义达至共同富裕这个
美好愿景、这个郑重承诺继续兑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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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安市蓝田县九间房镇峪口
村千亩荞麦迎来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花
海铺满山坡，吸引游客前来游览观光。

2021 年以来，西安市积极实践以打
造“西安农业景区”为抓手，既推动粮食

与农业初级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产业化
发展，又借农业生产打造旅游资源，探
索集粮食安全、稳产保供与旅游休闲
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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