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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日报》 1984年

11月14日 社 论 指 出，当

前，农村经济改革的中心

任务，是建立新的农村产

业结构。

怎样建立新的产业结

构？

首先，要在种植业内

部调整农作物布局。要根

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全

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建设集

中的粮棉油及其他经济作

物、饲料作物的商品生产

基地，使各地 能 扬 长 避

短，发挥优势。调整农作

物布局，局部地减少粮食

种植面积，决不能误解为

要减少粮食生产。产粮区和商品粮基 地 必 须 继

续增产粮食，全国的粮食也必须稳定增长，这是

不可动摇的方针。无论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

和饲料作物，都需要改进品质，提高质量，进一

步开拓国内外市场。

其次.要进行种植业与养殖业结构的调整，

更快地发展林、牧、渔业，要进一步放宽开发山

区、草原、水面、滩涂的政策，大力促进资金、

技术、人才投向这些方面。

除农牧渔业外，还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

展第三产业，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单纯从事农业生

产的状况，让60%、70%乃至更多的农民从土地

中解放出来。当前，乡镇企业要积极发展饲料工

业和食品工业，要提高技术水平，采 用先 进 技

术，增强经济效益。各级农牧渔业部门要努力为

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做好各种服务工作。农工商

综合经营的发展，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农业

翻两番的可靠保证。

领导产业结构改革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

各级农业领导干部的肩上。为此，需要进一步改

进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

题，在农村改革方面再一次为国家作 出 新的 贡

献。

经济文摘
重点搞活大企业

《 经济日报》 1984年11月17日评论员文章指出，

城市改革的大目标是搞活企业，重点是搞 活大企业。

我国现有的四十万个工交企 业中，固定资产为一千万

元以上的大企业虽然只有一千七百多个，但它们拥有

人才、设备、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是先进生产

力的代表，也是国家生产计划和财政任务的 主要承担

者，在发展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大企业是否具有充

分活力，直接影响着四 化建设进程。

搞活大企业，一方面，要改革过于集中的经济管

理体制，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从外部 注入活力，使

企业获得向经营型、开拓型方向转变的条件和环境。

近年来国家为此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领导机关“放权

要开明，服务要细致”，要尽快把党的政策落实到企

业，从思想上、机构上、制度上消除 妨碍企业搞活的

种种阻力，放开企业的 手脚。
目前更要强调的是要处理好企业内部的问题，其

中主要的，一是改善落后的经营管理，使之现代化。

二是大力开发新产品，使企业在国内 外市场千变万化

的形势下，增强应变能力和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能力。

这是目前大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这就要发挥企业内

部的积极性、主动性，靠企业本身的力量来解决。

当前，有些大企业的领导同志对搞活企业的外部

条件强调得比较多，一谈活力问题，往往眼睛向外，

总想国家再让些利，退一些税，等待着继续放权。似

乎活力全靠外部注入，企业本身无能为力，这些看法

是片面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搞活企业的 外部条

件已经基本具备。正如赵紫阳总理在视察北京印染厂

时所讲的：“现在已经到了企业面向自己的时候了。
要面向自己的车间，自己的工人，自己的产 品，从内

部找窍门、挖潜力、求效 益。”

要求企业面向自己，并不意味着国家从此不再为

大企业排难解忧了。随着整个工业改革的深入发展，

国家将在政策上对大企业进一步给予应有的权力，会

从各方面关心和扶植大企业。大企业要明确自身的责

任，在改革中善于挑重担. 在搞活企 业中做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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