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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6 月 2 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大学校长黄丽

松，邓力群同志（右一）参加会见。 新华社记者 唐理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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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6月 30日，江泽民同志同邓力群同志交谈。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
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
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年 2月 10 日 16时
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100岁。

邓力群同志，原名邓声喈，1915 年 11 月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青少年
时期，他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1929 年至 1931 年在长沙兑泽中
学读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31 年到北京汇文中学读书，多次参加爱国
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中，被推选为汇文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带头参
加“一二·一六”大游行，参加南下宣传团。1935 年 12 月参加革命工作。
1936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 9
月考入北京大学，历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委会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
队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平东城区委干事等职。这一时期，他秘密宣传马克思
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北平学生运动领
导人之一。

1937 年 4 月，经党组织批准，邓力群同志奔赴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
习和工作，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1938 年 5 月，被选派到延安马列学
院，先后担任学院教务处处长、院党总支副书记。1941 年 9 月，调任中共中央
调查研究局政治研究室政治组组长，1944 年 7 月，任中共中央研究局材料室
主任、研究员。其间，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东北形势需要，中央选派大批干部奔赴东北，邓力群
同志也被选派前往。1946 年 2 月，任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同年 4 月，任
中共榆树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立和
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走屯串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清匪除霸，组织领导
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当地人民支前参军热情，为保证前线战斗的
胜利、巩固南满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1948 年 8 月，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
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在张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
东北局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东北农村合作社组织大
纲》等文件，为推动东北农村经济发展、巩固基层政权作出了贡献。

1949 年 7 月，邓力群同志随刘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苏联。不久，任中共中
央在新疆三区的联络员，奔赴新疆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以严肃认
真的工作态度，多方奔走，促成了陶峙岳和包尔汉的和平起义，粉碎了国内外
反动势力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他组织各族群众积极筹备粮食
被服、解决交通问题，为解放军顺利进疆和稳定新疆局势做了大量工作。新中
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青委书
记，新疆日报社社长，新疆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为新疆的稳
定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

1952 年 10 月至 1958 年 4 月，邓力群同志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办、中共
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1958 年 6 月任红旗杂志社常务编委、秘书长，1959 年
6 月至 1966 年 5 月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为党中央机关刊的成功创办和顺
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1955年，参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草。1959
年起，参加整理毛泽东同志部分重要讲话、谈话和批示，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
集》、宣传毛泽东思想付出了大量心血。1961 年，参加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
广州调查，参与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和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等重要文件。负责
《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参加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修改完善。参与起
草《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报告》、《关于商业工作问题
的决定》等中央文件，为调整国民经济，克服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经济困难作出
了贡献。

1965 年 9 月，邓力群同志到广西桂林参加“四清”工作。在“文化大革命”
中，他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1969 年秋，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他坚守理
想信念，坚持读书思考，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历史、文化书籍。

1975 年 7 月，邓力群同志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为负责人之一。
当时，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承担代表国务院管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部等职责。同年 7 月至 9 月，邓力群同志参加了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汇报提纲）》（后来修改为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
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 和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
称 《论总纲》） 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由于这三个文件反映了邓小平同志
的思想主张和全面整顿的工作路线，被“四人帮”称为“三株大毒草”，诬
陷为“右倾翻案风”的纲领，邓力群同志因此多次受到批判，并在事实上被
停止了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邓力群同志于 1977 年 6 月担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
长。他积极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
性质，提出必须在我国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等观点，对破除当时的思
想禁锢、推动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7 年 11 月至 1982 年 5 月，邓力群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其间，1978 年 9 月起任院党委常委、党组副书记。1980 年 4 月，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他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
实的得力的助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他积极贯彻中央
的正确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为恢复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78 年 5 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发展成为全党和全社会广泛
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理论工作者和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领导干部，
邓力群同志积极投身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撰写文章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观点，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

1979 年 1 月至 1982 年 4 月，邓力群同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党委
副书记兼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分管中央文件起草和调查研究工作。他认
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决策
提供了正确政治服务。在拨乱反正中，他多次发表理论文章，正确阐释马克思
主义理论，为思想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调整整顿、拨乱反正提
供了重要理论支持。特别是在农村改革中，他积极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领导
起草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倡导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推动我国农村改革
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1 年 1 月至 1987 年 9 月，邓力群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
任，参与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通过，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82年 4月至 1985年 7月，邓力群同志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2年
9月至 1987年 10 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这
一时期，随着对历史经验的深入总结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探索，邓小平同志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和发
展道路作出了高度概括，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邓力群同志
积极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组织选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参与选编《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高度重视《邓小平文
选》的宣传和学习工作，组织理论研究部门开展研究，撰写了一大批高质量的
理论文章。组织选编《陈云文选》。他积极宣传党的基本路线。他十分重视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组织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推动形成了城乡精神文明建
设的热潮，有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推动了社会风气的
改善。

1983年 10月至 1987年夏，邓力群同志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参与整党工作。1990 年以后，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组建当代中
国研究所，主持编撰《当代中国》丛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邓力群同志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
委员会委员。

邓力群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拥护、支持党中央的领导，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 80 多
年的革命生涯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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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改革事业奉献了全部精力。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终生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奋斗。他遵守纪律，
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严格要求亲属，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邓力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的一生。

邓力群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 2月 17日电）

邓 力 群 同 志 生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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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年不少省份下调了 GDP 增长
预期目标，但各地对民生的投入却有增无
减。《经济日报》记者梳理各地政府工作报
告发现，各地政府越来越关注民众的诉
求，出台的一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措施，
也更具体、更接地气。

既保就业又促增收

2014 年，各地民生支出稳中有升，从
各地民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来看，
全国平均值为 70%左右。真金白银的投
入，为改善民生提供了坚实基础。

就业是民生之本。为将就业落到实
处，不少地方今年设置了刚性指标。上海
市提出，“坚持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新增 50
万个就业岗位。”湖南省提出，“新增城镇
就业 70 万人。”江苏省提出，“新增城镇失

业人员再就业 36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 5万人，扶持大学生创业 1.5万人。”

收入是民生之源。湖南、重庆、云南
等地提出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指标与经
济增长同步”的目标，山东、广西、河北、宁
夏、新疆、甘肃则争取让居民收入增长跑
赢 GDP。广东也明确表示，要深化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多渠道促进城乡居民增收，
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教育医疗养老一个都不能少

从今年的地方两会看，教育、医疗、养老
等领域依然备受关注。北京市提出，“进一
步巩固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改革成果，坚
持学区制、九年一贯制和教育集团等做法，
实现3年新建、改扩建200所中小学校的目
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落实义务教育学校
校长和教师交流轮岗制度。”

陕西省承诺，“加快实施第二期学前
教育 3 年行动计划，将学前一年财政补助
标准提高到生均每年 1300 元，新建改建

公办幼儿园 150所。”
湖北省表示，“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制度整合，探索职工大病保险和门诊统
筹，实现省内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同比例
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和个人
缴费标准。深入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革，
重点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优抚对象
抚恤和生活补助、城乡低保保障标准。”

江西省强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启动实施第三批 57 个县（市）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积极推进城市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
新机制。”

湖北、重庆、上海、安徽等地代表委员关
注异地医保，建议推进医保城镇、农村并轨
和全国层面“漫游”；北京、浙江、江苏、广东
等地代表委员建议，以立法规范养老资源的
投入分配，解决社区养老服务需求。

民生无小事 枝叶总关情

民生除了“老问题”，还有“新关切”。

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治理雾霾成为多地
关注的重点。浙江将治霾列为“民生实
事”之首，表示 PM2.5治理情况将与领导干
部考评挂钩。

跨年出现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以及
“黑车”与“专车”之争等问题，令出租车、
城市安全等话也成为今年地方两会上的
焦点。上海市市长杨雄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表示，2015 年要“强化重点区域和人员
密集场所的安全防范，完善人流安全管理
机制，加强各类大型活动安全风险的科学
评估和应急准备，强力推进轨道交通、机
场车站、旅游景点、大型商场等人员密集
场所的应急管理单元建设。”北京市交通
委主任周正宇表示，北京已启动研究出租
车行业改革。

评价一个地方的发展，不仅要看经济
总量、发展速度，更要看在多大程度上让
广大人民群众及时充分地享受改革发展
成果。可以看到，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诉
求正通过地方两会得到政府关注，“顺民
意，惠民生”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努力目标。

努力让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从各地两会看保障和改善民生

本报记者 杨忠阳

本报讯 记者王轶辰报
道：国家能源局日前对外公
布的 《煤层气勘探开发行动
计划》 提出，到 2020 年，
我国将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
储量 1 万亿立方米；煤层气

（煤矿瓦斯） 抽采量力争达
到 400 亿立方米，其中地面
开发 200 亿立方米，基本全
部利用，煤矿瓦斯抽采 200
亿立方米，利用率 60%以
上；建成 3 至 4 个煤层气产
业化基地，重点煤矿区基本
形成煤层气与煤矿瓦斯共采
格局。

行动计划提出，“十二
五”时期，建成沁水盆地和鄂
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产业
化基地，初步形成勘探开发、
生产加工、输送利用一体化
发展的产业体系；建成 36 个
年抽采量超过 1 亿立方米的
规模化矿区，煤矿瓦斯抽采
利用水平明显提高。

行 动 计 划 提 出 的 发 展
目标是：“十三五”时期，
煤层气勘探开发步伐进一
步加快，产业布局更趋优化，关键技术取得突
破，产量大幅提升，重点煤矿区采煤采气一体
化、煤层气与煤矿瓦斯共采格局基本形成，煤层
气利用率普遍提高，煤层气产业发展成为重要的
新兴能源产业。

五年后煤层气抽采量将达四百亿立方米

重点煤矿区将实现煤层气与煤矿瓦斯共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