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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通史(共和国卷)》

内容概要

《南京通史（共和国卷）》是《南京通史》系列专著中继《六朝卷》、《民国卷》、《明代卷》、《
清代卷》成功问世之后的又一力作。
《南京通史（共和国卷）》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凭借翔实可信的宏富史料，全面客观
地记载了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南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全貌，具有较强的
存史、育人、资政的作用。
从《南京通史（共和国卷）》中，我们可以全面地了解南京的现在和过去，深刻地感悟建设的成就和
辉煌，认真地反思经历的艰辛和曲折，自觉地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加坚定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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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通史(共和国卷)》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1956）
第一节 南京解放与社会秩序重建
一、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二、人民政权的建立
三、城市接管与社会控制
第二节 巩固新政权的重要举措
一、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
二、支持“三自”革新运动，肃清外部势力的影响
三、开展“三反”运动，树立廉政新风
四、抗美援朝运动对各项工作的促进
五、恢复发展经济的举措及其成效
六、江苏建省与南京地方党政机构调整
第三节 三大改造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初步建立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
二、个体手工业改造
三、私营工商业改造
四、国营企业的建立和扩展
五、计划经济的形成
第四节 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保障
一、全面开展禁烟禁毒工作
二、宣传贯彻婚姻法，取缔娼妓
三、公共卫生运动与地方流行病防控
四、社会收容与救助机制的初步建立
第五节 文教事业发展与知识分子改造
一、各级学校的接管和改造
二、新闻、出版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四、科研机构与科技创新
五、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
第六节 中共南京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1957-1965）
第一节 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一、整风运动的发动
二、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
三、对右派言论的反击
四、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第二节 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大跃进”尝试
一、宣传贯彻“建设时期总路线”
二、高指标、浮夸风的形成
三、全民炼钢运动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
五、文教事业的畸形扩展
六、“反右倾”斗争与“持续跃进”
第三节 中共南京市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
一、中共南京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二、中共南京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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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通史(共和国卷)》

第四节 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
一、学习贯彻“八字方针”
二、农业政策的调整
三、工商业政策的调整
四、教育政策的调整
第五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反修防修”的舆论宣传
二、“四清”、“五反”运动的逐步开展
三、社教运动期间的文艺工作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
一、宣传贯彻《五一六通知》
二、批斗文化教育界人士
三、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
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五、“一三”武斗事件
六、“一·二六夺权”
七、南京市军管会成立
八、派性武斗与全面动乱
第二节 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斗、批、改”运动
一、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清理阶级队伍
三、清查“五一六”
四、举办“五七”干校
五、工宣队进驻学校与“教育革命”
六、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下放农村
七、“批林批孔”运动
第三节 从全面整顿到粉碎“四人帮”
一、江苏南京的全面整顿
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三、“南京事件”与“四人帮”垮台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南京经济
一、“文革”对当地经济的严重破坏
二、动乱中起伏，曲折中发展
第四章 拨乱反正（1976-1979）
第一节 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处理帮派体系
一、揭、批、查运动的发动
二、揭、批、查运动的开展
第二节 中共南京市第七次代表大会
第三节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
二、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其积极影响
第四节 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
一、学习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三、社会政策的调整与落实
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五、科教事业重现生机
第五章 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1980-1991）
第一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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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二、加强人民政协工作
三、扩大基层民主政治
四、巩固与加强党的领导
第二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一、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二、调整产业结构，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第三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一、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夯实经济发展基础
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
三、搞活流通领域
四、发展城郊型经济
第四节 发展外向型经济
一、利用外资，实行经济合作
二、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三、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第五节 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一、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
二、中等教育的多元化
三、高等教育在为地方服务中求发展
四、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
第六节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一、“依法治市”方针的提出
二、法制机关的重建、规范与加强
三、依法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
四、依法调处经济纠纷和民事违法行为
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1992-2000）
第一节 地方经济新格局的形成
一、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化
二、工业结构调整
三、私有经济的发展
四、郊县经济的发展
五、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二节 政治领域的改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努力
一、党政机构换届选举
二、廉政建设举措
三、政府机构改革
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五、第二轮“严打”
第三节 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文教事业发展
一、简政放权，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二、倡导精神文明，清除精神污染，发展文化事业
第四节 城市面貌与社会生活变迁
一、现代化的城市建设
二、小城镇的崛起
三、住房制度改革
四、劳动就业制度变革
五、社会观念与日常生活的变化

Page 5



《南京通史(共和国卷)》

大事记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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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董国强先生治史功力的确了得，只是作为通史，这本书显得浮光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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