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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日救国改名
华国锋，原名苏铸，字成九，1921年出

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学

生时代，他就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1937

年七七事变后，他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

全面侵略中国和日军占领家乡的暴行，毅

然投身抗日运动。

为了表达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

决心，1938年他改名为华国锋。就在这一

年6月，他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

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蒋介石、阎锡山发动企图

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即抗敌决死

纵队）的十二月事变后，华国锋回到家乡交

城，先后担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

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

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

等职务，承担起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主力

消灭日伪军、顽军和抗日动员等重要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

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边区第八地委组织

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

宣传部部长等职。在日本投降后，他组织

扩充和加强交城县武装力量，发展民兵武

装，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

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的阴谋，同国民党反

动势力开展坚决斗争。华国锋同志为山西

解放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建立与巩固作出

了突出贡献。

华国锋为党和人民奋斗的一生
《人民日报》刊文纪念华国锋诞辰90周年

今年2月16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华国锋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

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

1976年9月9日，毛泽

东同志逝世，“四人帮”加

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权的阴谋活动。华国锋

同志同“四人帮”进行了坚

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

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

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

志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

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

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

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

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

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

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

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

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

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

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

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

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在他主持下，中

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

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

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

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

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

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

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

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

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

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

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

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

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

取得了新的进展。

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

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

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

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

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

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

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

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

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担任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十二大

到十五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且

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华国锋同志

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关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

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他拥

护党中央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充满信心，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

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

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格风范，将

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新中国成立这一年，28岁的华国锋

南下湖南。从这时到1971年，他长期在

湖南工作。

1949年初，华国锋任晋中南下支队

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来到湖南

省湘阴县，担任解放后第一任湘阴县委

书记。不久，他调往湘潭工作，历任湘潭

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

员，湘潭地委书记。他结合湘潭地区实

际，领导开展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

认真总结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在

1955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行

了介绍。1956年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

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

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8年后，他历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

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湖南省副省长、湖

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

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

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等职务。

华国锋同志重视抓农业生产，搞好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

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同志十分支持发

展杂交水稻。从1964年起，时任湖南安

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同志在国内首次提

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

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着手进行研究。

华国锋同志对袁隆平同志的研究非常支

持和重视，请袁隆平同志在湖南省农业

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将杂

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给以大力

支持。调中央工作后，他仍然关心杂交

水稻研究。华国锋同志的关心支持对促

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

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注意抓工业生产、交通

建设。除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

工业外，他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他

领导了湘黔、枝柳铁路在湖南的会战等

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这一系列努力，使

原本基础薄弱的湖南工业生产得到了较

大发展，交通建设呈现出崭新面貌。

华国锋同志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努

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解放初期刚

到湖南时，他就在湘阴领导建立了第一

批农村卫生所，培训了湘阴第一代医生，

充实发展了县人民医院。

他注重保护和发展具有湖南地方特

色的湘剧、花鼓戏、祁剧、巴陵戏、皮影、

木偶戏等地方剧种，同时强调对旧的文

艺形式进行改造和革新，创作出为人民

大众服务的新文艺。

“大跃进”中，面对虚报、浮夸等不良

风气和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产的做法，

他凭自己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和深入各地

实际了解到的情况，于1959年6月当面

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

法，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

可能那么高了。他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

态度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和赞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同志

受到冲击并被批斗。在周恩来同志支持

和保护下，1967年他恢复工作，不久担任

湖南省党政主要领导职务。1969年在党

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文化大

革命”的困难复杂环境下，他尽力排除多

方面干扰，使湖南经济避免了较大波动。

1971年 1月，华国锋同志调任国务

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

会议。“九一三事件”中，他在周恩来同

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处理林彪集团问

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

委员、军区党委书记。在国务院工作

中，他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对极左思

潮加以纠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72年，他与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一

起向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建议引进我国

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

备，并争取扩大对外引进规模，使我国

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1973年，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届一中

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

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对推动农业机械

化、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73年7月，他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

领导小组组长后，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方

针，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贡

献。

1975年 1月，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

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

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

一。 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和高技术人

才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研

制攻关工作。1976年2月，华国锋同志

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

作。同年 4 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

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

生后，他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

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多次视察地震灾

区。正确的领导，周密的部署，使抗震

救灾工作迅速高效进行，在党和国家面

临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民心起到了重

要作用。

“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

“文革”期间参与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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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共湖

南湘潭县

委书记的

华国锋

1976年，华国锋

慰问唐山地震灾

区人民

1979年，华国锋会见美国

前国务卿基辛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