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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农村的
退赔工作初探

张富文
(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农村的退赔工作始于毛泽东对 “共产风”等一系列 “左”倾错误

的觉察;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中央颁发了一系列文件，并进行了周密的动员与部署，有序领导了农

村退赔工作的开展; 毛泽东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

况，并在充分占有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了退赔工作的开展; 毛泽东主持通过的 “农业六十

条”，对人民公社的一些经营管理制度和体制进行了调整，从根本上遏制了“共产风”的兴起，为退

赔工作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制度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 农村工作; 调查研究; 党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8999 ( 2016) 05 － 0010 － 06

〔收稿日期〕2016 － 06 － 1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文化教育研究 ( 1935—

1948) ” ( 12XDJ014)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习毛泽东著作运

动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 2013 － GH －32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富文 ( 1981 － ) ，男，河南商丘人，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共

中央党校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农村的退赔工作是在

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为了解决“一平二

调”带来的严重困难，毛泽东把退赔作为当时

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进行部署推进。毛泽东主持

了退赔工作，为退赔工作的顺利开展与相关问题

的最终解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学术界对

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

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毛泽东对 “共产风”的觉察与退赔工

作的初始

1958 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农村

广为流行的“共产风”，并逐步进行了纠正。毛

泽东在对“共产风”的觉察并采取一系列措施

纠正的过程中，逐步开始了退赔工作。
在农村的 “共产风”中，出现了非常普遍

的“一平二调”。“一平二调”涉及全国各个省，

而且平调财物数额巨大。据 1961 年 7 月统计，

河南省各级被平调的物款共计 19. 7 亿元，每个

农户平均 190 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户一年的总

收入。〔1〕山西省在 1958—1960 年中，农村被平调

总额高达 9 亿元，每个农民平均被平调 67 元。〔2〕

“一平二调”涉及各级单位，据中共浙江省委农

村工作部 1960 年底统计，浙江省人民公社化运

动中“一平二调”的总金额达 2 亿多元〔3〕。北

京市延庆县 1958 年至 1960 年，平调土地、房

屋、牲 畜、树 木、农 具、炊 具 等 共 计 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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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5997 元。〔4〕“一平二调”严重影响农民生产

积极性，造成粮食普遍减产。邓小平 1961 年深

入调查研究，在顺义县同公社、大队书记座谈会

上针对 1958 年粮食普遍减产的问题时指出: “我

不同意你们把劳动力减少作为减产原因的第一

条，主要还是政策问题，是 ‘一平二调’搞得

大家没有劲头了。”〔5〕

毛泽东在 1958 年 10 月中下旬对农村的人民

公社进行了调查，发现了 “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化运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农村人民公

社存在着严重的“一平二调”的 “共产风”，他

开始纠正这一问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

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在实践中采取

措施进行初步纠正。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

东对“一平二调”进行了批评，认为在生活资

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 “废除商业，

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6〕。毛泽东对

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非常关注，他提

出，应当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

积极作用，应该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要利用

价值法则进行经济核算，“搞经济核算，总要有

一个工具，还是得用价值法则”〔7〕。作为党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也赞成说:

“总要有一个计算标准，没有计算标准怎么核

算?”〔8〕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并被其他中

央领导成员认同，为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纠正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进一步纠正 “左”倾

错误的过程中，对 “一平二调”的 “共产风”
进行了限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领导层对

人民公社化从实践到理论的 “左”的错误的认

识及初步纠正，主要体现在由这次会议修改通过

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之中。该

决议明确规定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和存款，在人

民公社化以后仍然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这样的

认识虽然是初步的，但发现错误已经是一个重要

进步。这个决议试图从理论上解决人民公社化运

动中出现的一系列 “左”倾错误，对纠正 “一

平二调”的 “共产风”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它

是以高度肯定和赞扬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运动为前提的，没有触及人民公社最基本的所有

制问题，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一平二调”
的“共产风”。

因此，从 1958 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到中

共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在初步纠正 “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发现

了农村人民公社中十分严重的 “一平二调”的

“共产风”，开始解决这一问题，这为退赔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社会背景，一定意义上标志着退赔

工作的启始。
二、毛泽东对 “共产风”的纠正与退赔工

作的逐步展开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

中共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纠正 “左”倾错误的努

力，“共产风”的纠正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问题。在纠正 “共产风”的过程中，退赔工作

逐步开展。为此，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

出台了相关文件对 “一平二调”的 “共产风”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退赔工作开始有条不紊

地开展。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 “一平二调”

进行了批评，“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

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

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9〕。毛泽东还提出，在社

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根据毛泽东

的讲话精神，这次会议形成了人民公社问题的

14 句话方针①，会议还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管

理体制的若干规定 ( 草案) 》，以上方针、政策

和措施 的 形 成，标 志 着 在 纠 正 “共 产 风”等

“左”的错误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此后，

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方式，密切关注各地

出现的新情况。
毛泽东在 1959 年 3 月 17 日的 《党内通信》

中特别提出要使广大干部 “吹 ‘共产风’，一平

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

教训中，得到经验”〔10〕。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退

赔工作在一些地方开始了。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 《关于人民公

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

纪要。纪要进一步明确了旧账要算，为退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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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政策依据。随后，中共中央

办公厅发出专门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纪

要精神。
在毛 泽 东 的 领 导 与 主 持 下，中 共 中 央 于

1959 年 5 月 25 日专门下发了 《对算账和召开社

员代表大会等问题的指示》。该 《指示》要求还

没有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进行清账的公社可以等到

秋后或其他农事间隙时间进行。账目已经清算的

单位，应该退还的一定要退，有钱退钱，有实物

退实物，无钱无物的记在账上，缓期分期退回。
对少数作风十分恶劣的干部，应该坚决处理，不

要再拖。〔11〕

1959 年庐山会议出现了由纠 “左”到反右

的逆转，使刚刚起步的退赔工作陷入停顿。随

后，“一平二调”又死灰复燃，而且日益严重，

毛泽东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对退赔工作高度重

视，并进行密切指导，全国各地的退赔工作又大

力开展起来。1960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起草的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以

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级党委，对各地退赔工作的

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960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由毛泽

东审阅修改的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

题的紧急指示信》，该指示信共 12 条，其核心

是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认真开展退赔

工作。党中央要求各地党委最迟在 12 月中旬以

前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按照党中

央的要求，各地召开省、地、县三级或省、地两

级干部会议，组织广大干部认真学习 《紧急指

示信》精神，组织干部深入农村基层，向基层

党员、干部和群众传达 《紧急指示信》。针对

“一平二调”带来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要求各地

将中央 12 条紧急指示信毫无保留地传达到群众

中去，使中央的政策直接与群众见面。〔12〕在毛泽

东领导 下，党 中 央 发 出 的 《紧 急 指 示 信》和

《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开启了

因庐山会议 “反右倾”斗争而中断的纠 “左”
进程，有力地推动了退赔工作的开展。

1960 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3 日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提出要勇于承

认错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

反什么。〔13〕毛泽东非常重视并密切关注 《紧急指

示信》在全国各地的贯彻执行情况，并连续批

转湖北、甘肃等地贯彻执行 《紧急指示信》情

况的报告，以督促各省纠正 “共产风”的工作，

促进了退赔工作的深入开展。根据毛泽东的要

求，1961 年 1 月 20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

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指出:

人民公社以及各级生产队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的

平调账，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赔。〔14〕该 《纪

要》强调 1961 年所有社队必须以贯彻 “紧急指

示信”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与纠正

“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

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 12 条紧急指示信对遏

制当时广为流行的 “共产风”，解决退赔问题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有关退赔的

问题都解决了，有些地方对 12 条紧急指示信的

贯彻并不是完全到位，导致退赔工作并不完全彻

底。1961 年 3 月 19 日，毛泽东在 《农村人民公

社工作条例 ( 草案) 》第二修改稿的谈话中谈

到， “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

“调”的问题，没有解决 “平”的问题。〔15〕鉴于

此，1961 年 5 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中央工

作会议，据杨尚昆日记记载，会议专门讨论了退

赔问题，强调退赔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退赔要彻

底，全部 退 赔 好 ( 分 期、分 批、坚 决、彻 底、
全部) 。〔16〕在此基础上，1961 年 6 月 19 日，党中

央下发了 《关于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

定》，强调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

退赔，各级单位 “必须彻底地清算和退赔。过

去没有清算的，或者处理不彻底的，必须重新算

账，保证真正做到彻底退赔”〔17〕。该 《规 定》
详细制定了退赔的基本原则、退赔物资的生产和

供应、退赔工作的机构、退赔工作的方法、退赔

的意义等具体内容，对于退赔工作的深入开展具

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退赔

工作的深入推进

毛泽东在纠正 “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发

现很多错误的发生都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

片面性有很大关系，很多领导干部不做调查研

究，只凭主观估计办事，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
因此，在 1960 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3
日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在全党范围内倡导调查研

究，要求把 1961 年作为调查研究年。全党范围

的调查研究对“一平二调”“共产风”的危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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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得更加深刻，深入推进了退赔工作的开展，也

为退赔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法论

基础。
毛泽东从思想认识上找到了 “共产风”与

“一平二调”的根源，那就是主观主义，提出要

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解决相关问题。1961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的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讲话中强调: “调查研究

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

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

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18〕

毛泽东要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强调退赔工

作，要求各省“破产还债”， “现在，是不是所

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

……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

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19〕。毛泽东从唯物论

的基本立场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要

求广大党员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要是不

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

工作就没有基础，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

实际出发〔20〕，提出搞个实事求是年〔21〕。1961 年

3 月 27 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广

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提出 “大跃进”以来

的教训是调查研究少，随之 “一平二调”也兴

起了。他指出，许多事 “都是一哄而起，结果

‘一平二调’发展了。这些教训首先是没有从调

查研 究 着 手。总 之， 过 去 几 年 的 方 法 不 对

头”〔22〕。因此，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仅对于解决

退赔问题十分重要，而且对于恢复实事求是的优

良传统，从思想方法上纠正 “大跃进”以来的

“左”的错误也非常必要。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的指示，1961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

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以推动调查

研究之风在全党的兴起。该信强调，县级以上党

委的领导干部，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

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亲自进行有系统的

典型调查。〔23〕中央发出的这个指示对调查研究在

全党范围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61 年 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把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重要议

题，据杨尚昆日记记载，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

调查是基本问题，调查研究要有目的，不只是认

识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今后考察干部的标准

之一就是能否真正调查研究，这种作风要一直保

持下去，传于万世，就是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也

要调查研究。〔24〕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

究。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组织了三

个调查组，田家英去浙江调查，胡乔木去湖南调

查，陈伯达去广东调查。毛泽东本人也亲自做调

查，同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

省的负责人深入交谈，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其

他中央领导也都进行了调查研究，刘少奇在广州

中央会议以后到湖北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到河

北省邯郸地区、武安县和天津等地进行调查研

究，朱德先后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

西、广东等省进行调查研究，陈云到上海青浦县

小蒸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邓小平、彭真在北京顺

义、怀柔两县进行调查研究。此外中央还组织了

一些调查组到全国各地去调查。习仲勋率领调查

组到河南长葛，谢富治率领调查组到河北邯郸，

杨尚昆率领调查组到河北徐水、安国，胡耀邦率

领调查组到辽宁海城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以上

调查组深入农村，密切联系农民群众，对人民公

社中以“共产风”为代表的一系列问题有了更

为深入的了解，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到中共中

央，为推动退赔工作的深入进行提供了决策的真

实可靠材料。
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

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特别关心退赔问题。“到底

退赔得怎样? 我看一般是差得很远。听说你们

有一条规定，丢失的东西要有证明才准登记。
搞乱了，哪里去找证明呢? 这个账要一户一户

地结。这个账要记住。赔清以后，立块碑，或

者写一个大单子，用镜框子镶起来，挂在公社

里。不这样搞，老百姓下不得地。不要半途而

废，马马虎虎了事。要扎扎实实算一回账，算

得疼一点，公社、大队、生产队干 部 算 疼 了，

社员也要疼 一 下，疼 几 年。这 次 教 训 很 深 刻，

要 子 子 孙 孙 传 下 去， 以 后 再 也 不 犯 这 个 错

误。”〔25〕他还强调要统统退赔。上级退赔，社员

退赔，大家退赔。现在一下子拿不出的，记个

账，秋后退赔。1961 年 5 月 3 日至 7 日，周恩

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时，还专门对

“一平二调”的 “共产风”作出指示，针对该

公社 “一平二调”中社员家里的桌椅成了公社

的办公用品，社员意见很大的情况。他对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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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社书记韩玉林说: “占了社员的房子，拿了

社员的东西，要坚决退赔。”他还进一步强调:

“长征时，没有桌椅，我就在膝盖上办公，还不

照样?”〔26〕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时指

出，公社和大队干部要有彻底退赔、破产还债

的决 心，在 群 众 中 说 话 要 算 数，坚 决 贯 彻 党

“对农民不能剥夺”的政策。要召集各村 ( 队)

代表会议，调查平调情况。由干部和群众代表

共同讨论处理退赔问题， “每个村 ( 队) 都组

织退赔小组，由被平调的社员、干部、公正的

人 ( 公证) 三方组成，议定赔偿项目和退赔价

款; 尽可能退赔实物; 退赔时要先解决群众房

屋问题; 供销部门对强行推销不能用的农具、
化肥、农药问题，必须认真检查，彻 底 退 赔，

同时组织社员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

便使社员拿到现金后能买到想要的实物”〔27〕。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倡导和组织实施

的调查研究，了解到以前所没有了解到的农村人

民公社的真实情况，听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

和心声，占有了第一手资料。调查研究一方面是

了解真实情况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为广大农民

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调查中，很多工作组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认真解决了 “共产风”带来的退

赔问题，解决不了的反映到中共中央，为退赔问

题的解决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在充分调查的基础

上，针对退赔问题解决不彻底的情况，中共中央

于 1961 年 6 月 19 日专门下发了《关于坚决纠正

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

“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

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28〕。
该文件下发后，各地更加深入地开展退赔工作。

四、毛泽东主持通过的 “农业六十条”与

退赔问题的最终解决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从中央到地

方的各级领导在调查研究中发现 “一平二调”
“共产风”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退赔

工作中仍有一些地方存在走过场、退赔不彻底、
退赔资金不到位、退赔面积小、退赔物资到不了

群众手里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包括退赔问题

在内的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在

1961 年 3 月的广州会议上主持起草了 《农村人

民公社工作条例 ( 草案) 》，经过调查研究和根

据群众对该条例的意见反馈，于 1961 年五、六

月份的北京工作会议进行修改并形成 《农村人

民公社工作条例 ( 修正草案) 》，此后毛泽东与

中共中央根据相关意见对该条例进行了修改，最

终 在 中 共 中 央 十 届 十 中 全 会 上 通 过 并 形 成 了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 以下简称

“农业六十条”) 。“农业六十条”在全国各省的

贯彻执行，为最终解决退赔问题提供了条件。
1961 年 3 月，中共中央制定“农业六十条”

草案，对人民公社内部的分配制度、管理制度等

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形成的 《农村人民公社

工作条例 ( 修正草案) 》对人民公社的分配、管

理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共中央于 1962 年 2
月 13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

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

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规定至少

30 年不变〔29〕，这一认识被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

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确认。“农业六十条”的

贯彻执 行，从 生 产 管 理 体 制 和 制 度 上 遏 制 了

“一平二调”的产生和发展，对恢复农村经济起

了重要的作用。
针对过去在一系列 “大办”中无偿调拨劳

动力和土地的情况，“农业六十条”作了明确的

规定: “必须订立合同，规定各单位的权利和义

务，并且按照各单位受益的多少，分摊劳动力和

资金。对于不受益的单位付出的劳动，被占用的

土地和土地上的附着物，都必须给以合理的报酬

和补偿”〔30〕。针对 “一平二调”中无偿调拨社

员房屋的情况，“农业六十条”强调社员的房屋

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准

强迫社员搬家。不得社员本人同意，不付给合理

的租金或代价，任何机关、团体和单位，都不能

占用社员的房屋。”〔31〕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一度

并不是那么明确，以致分配中存在严重的平均主

义现象。“农业六十条”在分配制度方面明确规

定: 人民公社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

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生产队必须认真

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

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32〕在 “一平二调” “共

产风”中曾经出现无偿调拨社员的自留地和家

庭农副产品的问题，“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自

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 5% 至 7%，归社

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33〕; 鼓励社员发展家庭

副业，以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活跃农

村市场，“在屋前屋后或者在生产队指定的其他

地方种植果树、桑树和竹木。这些东西永远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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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所有”〔34〕。以上这些规定，非常具体和明确，

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就为退赔问题的最终

解决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政策支持。
“农业六十条”从最初起草到最终通过始终

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

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纲领性文件。它从基本制度和

体制上纠正了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的一些突出错误，解决了广大农民群众当时迫切

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有力地遏制了 “一平二

调”“共产风”的再次发生，为退赔问题的最终

解决创造了条件。尽管这个文件是以肯定人民公

社为前提的，但是它在人民公社的生产管理体

制、分配制度以及其他具体问题上的规定上有效

地解决了退赔问题，对于一些地方遗留的退赔问

题，在其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 “四清”运

动中以宣传贯彻中央 “农业六十条”为契机得

到彻底解决，虽然它是以暴风骤雨般 “阶级斗

争”的形式被解决的。
毛泽东在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文中强调，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产

生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

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

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35〕毛

泽东对于当时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认识与解

决也是这样。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毛泽东为了

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各种困

难，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纠正 “共产风”等一系

列“左”的错误，并对退赔工作高度重视和密

切指导，经过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

反复，促进了退赔问题的解决。毛泽东有力地推

动了退赔问题的解决，充分调动起农民生产的积

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改善了广

大农民的生活，密切了党与农民的关系，为中国

农村的社会进步和生活面貌的改变做出了重要贡

献。历史辉映未来，关照当下，20 世纪 60 年代

初期农村的退赔工作对新时期党和国家解决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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