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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 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中共中央决定，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

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整理汇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专刊，供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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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 会，庆 中国共产党成 95 周年，回

中国共产党团 带 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 历 ，展望党和人民事业

发展的光明前景， 彰全国优 共产党员、优 党务工作 、先 基层

党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充满信心朝着实现全 建成小康

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利前 。 

同志们、朋友们！ 

对 ，中国人民没有屈服， 是挺 梁、奋 抗争，以百折

不挠的 ， 了一场场气壮山河的斗争， 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

史 。 

1921 年，五四 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 会危机 前深

的 景下，在 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 动相 合的 中，中国

共产党 生了。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是开天 地的大事变。 一开天 地的大事

变，深刻改变了 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 ，深刻改变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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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 和命 ，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 势和格局。 

在 95 年波澜壮 的历史 中，中国共产党 依 人民，

一 又一 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 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

献。 

个伟大历史 献，就是我们党团 带 中国人民 28 年浴

奋战，打 日本帝国主义，推 国民党反动 治，完成新民主主义 命，

建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伟大历史 献的意义在于，彻底 束了旧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会的历史，彻底 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 ，

彻底废 了列强强加 中国的不平 条 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

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 。 

个伟大历史 献，就是我们党团 带 中国人民完成 会主义

命，确 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 了 会主义建 。

一伟大历史 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 深

刻的 会变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 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

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 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

民族由不断 到根本扭 命 、持 向 富强的伟大 。 

个伟大历史 献，就是我们党团 带 中国人民 改 开放新

的伟大 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 众的创 性，极大 放和发展 会生

产力，极大增强 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 改善， 合国力显 增强，

国 地位显 提 。 一伟大历史 献的意义在于，开 了中国特

会主义 ，形成了中国特 会主义理 体 ，确 了中国特 会

主义制度，使中国 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 来到富 来、强

来的伟大 。 

中国共产党 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 利，使具有 5000 多年文明

历史的中华民族全 向现代化， 中华文明在现代化 中焕发出新

的 勃生机；使具有 500 年历史的 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成功开 出具有 度现实性和可 性的正确 ， 学 会主义在

21 世 焕发出新的 勃生机；使具有 60 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 取得举

世瞩目的成就，中国 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 30 多年 摆

困并 升为世界 二大 济体，彻底摆 开 球 的危 ，创

了人 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 ，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 勃

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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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命、建 、改 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 以 心的 意！ 

95 年来，一代又一代优 中国共产党人，为 国和人民无 奉献，

生动展 了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 尚情操。 次受到 彰的全国优

共产党员、优 党务工作 和先 基层党 ，就是各 各业的杰出代

。我代 党中央，向 次受到 彰的同志们， 以崇 的敬意！ 

同志们、朋友们！ 

“明 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回 历史，不是为

了从成功中寻求慰 ，更不是为了 在功劳 上、为回 今天 临的困

和 寻找借口， 是为了总 历史 、把握历史 律，增强开拓

前 的勇气和力 。 

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会主义是一 期 巨

的历史任务，必 准备 具有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就告

全党， 时刻准备应对 大挑战、抵御 大 、克服 大 力、

决 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 导地位

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 于不 之地。 

历史总是 前 的，历史从不 待一切犹 、 望 、懈怠 、

弱 。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 的人，才 得光明的未来。 

我们党已 了 95 年的历 ，但我们 永 保持建党时中国共

产党人的奋斗 ，永 保持对人民的 子之心。一切向前 ， 不

忘 的 ； 得再 、 到再光 的未来，也不 忘 的 去，

不 忘 为什么出发。 向未来， 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 不忘初心、

前 。 

——坚持不忘初心、 前 ，就 坚持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把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 和时代特点 密 合 来，

推 理 创新、实 创新，不断把 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 。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 旗帜。95 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够完成 代以来各 政治力 不可 完成的 巨任务，就在于始 把

克思主义 一 学理 作为 己的 动指南，并坚持在实 中不断丰富

和发展 克思主义。 使我们党得以摆 以往一切政治力 求 特

殊利益的局 ，以唯物 的 学 、无 无畏的博大 怀 导和推

动中国 命、建 、改 ，不断坚持真理、修正 。无 是处于 境

是 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 克思主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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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

相承又与时俱 的 学理 指导，为增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 一提

供了坚实思想基础。 

克思主义是我们 党 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或放弃 克思主

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 、 失方向。在坚持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一

根本 上，我们必 坚定不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不 有丝毫动

摇。 

同时， 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 求， 克思主义也 临着 一步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 。 克思主义并没有 束真理， 是开

了 向真理的 。恩格斯早就 ：“ 克思的整个世界 不是教

义， 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是 一步研 的出发点和

供 研 使用的方法。”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 是理 之源。实 发展永无止境，我们

真理、 理 创新就永无止境。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

深度 出了 克思主义 典作家当时的想 。同时，我国 会主义

只有几十年实 、 处在初 段，事业 发展新情况新 就 多，

也就 我们在实 上大 探 、在理 上不断 破。 

理 上不彻底，就 以服人。我们 以更加宽 的眼界审 克思

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 ，坚持 导向，坚持以我们正

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听时代声 ，更加深入地推动 克思主义同当代

中国发展的具体实 相 合，不断开 21 世 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当代中国 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 。 

——坚持不忘初心、 前 ，就 牢 我们党从成 就把为共

产主义、 会主义 奋斗确定为 己的 ，坚定共产主义 大理想和

中国特 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 理想奋斗的伟大实 推向前

。 

命理想 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 之

日 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 为 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 够 受一次

次挫折 又一次次奋 ，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 大理想和崇

求。 

“志不 ，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 的动摇，理

想信念滑坡是最危 的滑坡。一个政党的 ，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



 

6 
 

或 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 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

不 ，更 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 。95 年来，共产

主义 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

了 个理想献出了宝 生命。“砍头不 ，只 主义真”，“敌人只

砍下我们的头 ，决不 动摇我们的信仰”， 些 死如归、大义凛

然的 生动 了共产党人对 大理想的坚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

之光不灭。我们一定 烈士们的 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 牺牲

的伟大理想。 

理想因其 大 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 为信念。我们 把理想信

念教 作为思想建 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 求上的政治定力，

做共产主义 大理想和中国特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 、

忠实实 ，在全 建成小康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

史 中充分发挥先 模 作用。 

理 上清 ，政治上才 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 建 在对

克思主义的深刻理 之上，建 在对历史 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全党

深入学习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小平理 、“三个代 ”

思想、 学发展 ，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不断提 克思主义思想 悟和理 水平，保持对 大

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 知和执着 求。我们 教 引导广大党员、干

把学习成果 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 德水平的 养，

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 利和 境时不 傲不急 ，在困 和 境

时不消沉不动摇，牢牢占据推动人 会 步、实现人 好理想的

义制 点。 

——坚持不忘初心、 前 ，就 坚持中国特 会主义

信、理 信、制度 信、文化 信，坚持党的基本 不动摇，不断

把中国特 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 。 

方向决定 ， 决定命 。中国特 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 万 、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

特 会主义，既是我们必 不断推 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 未来

的根本保 。 

全党 坚定 信、理 信、制度 信、文化 信。当今世界，

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 够 信的 ， 中国共产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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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 信的。有了“ 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 ”的勇气，我们就 毫无畏惧 对一切困 和挑战，就

坚定不 开 新天地、创 新奇 。 

我们 坚信，中国特 会主义 是实现 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

之 ，是创 人民 好生活的必由之 。我们 坚信，中国特 会主

义理 体 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 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正确理 ，是 于时代前沿、与时俱 的 学理 。我们

坚信，中国特 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 步的根本制度保 ，是

具有 明中国特 、明显制度优势、强大 我完善 力的先 制度。 

文化 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信。在 5000 多年文明

发展中孕 的中华优 传 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 的 命文

化和 会主义先 文化，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求，代 着中

华民族独特的 标 。我们 弘扬 会主义核心价值 ，弘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和以改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不断增强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的 力 。 

全党同志必 牢 ，我们 建 的是中国特 会主义， 不是其

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 ，也不可 。中国特 会主义是不

是好， 看事实， 看中国人民的判断， 不是看 些戴着有 眼 的

人的主 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 对更好 会

制度的探 提供中国方案。 

小平同志曾 心 地 ：“基本 一百年，动摇不得。

只有坚持 条 ，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改变三中全会以来

的 、方 、政 ， 百姓不 应， 就会 打倒。”党的基本

是国家的生命 、人民的幸 ，我们 坚持把以 济建 为中心作为

兴国之 、把四 基本原则作为 国之本、把改 开放作为强国之 ，

不 有丝毫动摇。 

——坚持不忘初心、 前 ，就 推 “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 推 “四个全 ”战略布局，全力推 全 建成小康 会 ，

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 。 

现 段，建 中国特 会主义的主 任务，就是到 2020 年中国

共产党成 100 年时实现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 建成小康 会，为

到本世 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100 年时实现 二个百年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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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的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全 建成小康 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 ，是

13 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为实现 一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党形成并 极推 济建 、政治建 、文化建 、 会建 、生态

文明建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形成并 极推 全 建成小康 会、全

深化改 、全 依法治国、全 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五位一体”

和“四个全 ”相互促 、 动， 协 彻好，在推动 济发展

的基础上，建 会主义市场 济、民主政治、先 文化、和 会、

生态文明，协同推 人民富 、国家强盛、中国 丽。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 一 务，是 决中国所有 的关 。我国

仍处于并将 期处于 会主义初 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

的物 文化 同 后的 会生产之 的矛盾 一 会主 矛盾没

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 地位没有变。 是我们 划

发展的基本依据。 

对中国 济发展 入新常态、世界 济发展 入 型期、世界

技发展 新 破的发展格局，我们 坚持以 济建 为中心，坚持以

新发展理念引 济发展新常态，加快 变 济发展方式、 整 济发

展 构、提 发展 和效益，着力推 供 侧 构性改 ，推动 济

更有效率、更有 、更加公平、更可持 地发展，加快形成崇尚创新、

注 协 、倡导 、厚植开放、推 共享的机制和环境，不断壮大我

国 济实力和 合国力。 

——坚持不忘初心、 前 ，就 坚定不 举改 开放旗帜，

勇于全 深化改 ， 一步 放思想、 放和发展 会生产力、 放和

增强 会活力，不断把改 开放推向前 。 

改 开放是当代中国最 明的特 ，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

明的旗帜。改 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 的关 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

大 步 上时代的 法宝。 

改 必 坚持正确方向，既不 封 僵化的 、也不 改旗易帜

的 。我们 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会主义制度、推 国家治理体

和治理 力现代化作为全 深化改 的总目标，勇于推 理 创新、

实 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 创新， 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发

展更有 ， 治理更有水平， 人民更有 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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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坚持以 济体制改 为 点，坚持 会主义市场 济改 方

向，全 深化 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 会体制、生态文明体

制和党的建 制度改 。 

改 往往 是从易到 。我们的改 更加注 性、整体性、

协同性，敢于涉深水区、啃硬 头。我们 以勇于 我 命的气 、坚

忍不拔的毅力推 改 ，敢于向 存多年的 瘴痼疾开刀，敢于 及深

层次利益关 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 念束 ，坚决破 利益固化 ，

坚决清 妨碍 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 碍。 

改 和法治如 之两 、 之两 。我们 坚持 中国特 会主

义法治 ，加快构建中国特 会主义法治体 ，建 会主义法治

国家。全 依法治国，核心是坚持党的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 一，关 在于坚持党 导 法、保 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在全 会牢固树 宪法法律权威，弘扬宪法 ，任何 和个人

必 在宪法法律 围内活动， 不得有 宪法法律的特权。 

——坚持不忘初心、 前 ，就 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

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 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 众

极性、主动性、创 性，不断把为人民 事业推向前 。 

人民 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 场，是 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

其他政党的显 标志。党与人民 同 、生死与共，始 保持

，是党战 一切困 和 的根本保 ，正所 “得众则得国，失众

则失国”。 

全党同志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位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实现好、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

不拥护、 成不 成、 兴不 兴、 应不 应作为 一切工作得失

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 拥有不 的力 源泉。 

带 人民创 幸 生活，是我们党始 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

应人民 众对 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

和改善民生为 点，发展各 会事业，加大收入分 力度，打

攻坚战，保 人民平 参与、平 发展权利，使改 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的目标 步 。 

尊 人民主体地位，保 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一 主张。我

们 毫不动摇 中国特 会主义政治发展 ， 期坚持、全 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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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人民代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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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深知，中国发展得益于国 会，愿意以 己的发展为国

发展作出 献。中国对外开放，不是 一家唱独 戏， 是 欢 各

方共同参与；不是 求势力 围， 是 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

己的后 园， 是 建 各国共享的百 园。 

中国倡导人 命 共同体意 ，反对冷战思 和 和博弈。中国坚

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 富一律平 ，尊 各国人民 主 择发展

的权利， 护国 公平正义，反对把 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

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不 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

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 也不怕 ，不惹事也不怕事，

任何外国不 指望我们会拿 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 指望我们会吞

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果。 

中国共产党将在独 主、完全平 、相互尊 、互不干涉内 事

务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 发展交流合作，促 国

家关 发展。 

——坚持不忘初心、 前 ，就 保持党的先 性和 洁性，着

力提 执政 力和 导水平，着力增强抵御 和拒 变 力，不断

把党的建 新的伟大工 推向前 。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 在党。中国特 会主义最本 的特征是中

国共产党 导，中国特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 导。

坚持和完善党的 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 所在，是全国各族

人民的利益所在、幸 所在。 

我们党作为一个有 8800 多万名党员、440 多万个党 的党，作

为一个在有着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 期执政的党，党的建 关 大、

牵动全局。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 段，党的建 就 推 到什么

段。 是加强党的建 必 把握的基本 律。 

先 性和 洁性是 克思主义政党的本 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

，就是 同一切弱化先 性、损害 洁性的 作斗争， 病疗伤，

激浊扬清。全党 以 我 命的政治勇气，着力 决党 存在的 出

，不断增强党 我净化、 我完善、 我 新、 我提 力，

受“四大 ”、克服“四 危 ”，确保党始 成为中国特 会主

义事业的坚强 导核心。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如果 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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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反映强烈的党内 出 得不到 决， 我们党 早会失去执政

格，不可 免 历史淘汰。 党治党，必 严字当头，把严的 求 彻

全 ，做到真 真严、敢 敢严、 严。 

严 党内政治生活是全 从严治党的基础。党 党， 先 从党

内政治生活 ；从严治党， 先 从党内政治生活严 。我们 加强

和 党内政治生活，严 党的政治 律和政治 矩，增强党内政治生

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全党

同志 增强政治意 、大局意 、核心意 、看 意 ，切实做到对党

忠 、为党分忧、为党担 、为党尽 。 

党的作 是党的形 ，是 察党 干 关 、人心向 的晴 。

党的作 正，人民的心气 ，党和人民就 同甘共 。实 明，只

真 真严、敢 敢严，党 建 就没有什么 决不了的 。作 建

永 在 上。“己不正，焉 正人。”我们 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

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 ，从 干 抓 ，持之以恒加强作 建 ，

坚持和发扬党的优 传 和作 ，坚持抓常、抓 、抓 ，使党的作

全 好 来，确保党始 同人民同呼吸、共命 、心 心。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 临的最大威 就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坚持“ ”、“ ”一 打，使不敢 的 慑作用得到发挥，

不 、不想 的效应初步显现，反 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反

倡廉、拒 变必 。各 导干 牢固树 正确权力 ，

保持 尚 求，敬畏人民、敬畏 、敬畏法 ，做到公正用权、

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永 共产党人拒 、永不沾的政治

本 。我们 以 强的意志品 ，坚持 容忍的态度不变，做到有案必

查、有 必惩， 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 之地！ 

伟大的斗争，宏伟的事业， 干 。我们 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 ，坚持事业为上、公 正派，坚决

止和 正 人用人上的不正之 ，把党和人民 的好干 心培养

来、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 来。 

以德修 、以德 威、以德服众，是干 成 成才的 因 。每

一名党员干 坚守“三严三实”，拧 世界 、人生 、价值

个“总开关”，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 、心中有戒，把为

党和人民事业无 奉献作为人生的最 求。各 导干 加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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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加强实 炼，使专业 养和工作 力 上时代 拍， 免少知

、无知 乱，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 家 手。 

同志们、朋友们！ 

建 同我国国 地位相 、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 应的巩固国

和强大军 ，是我国 会主义现代化建 的战略任务。我们

济建 和国 建 ，全 加强军 命化、现代化、正 化建 。 坚

持党对军 的 对 导，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全 实施

政治建军、改 强军、依法治军，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着力培养

有灵 、有本事、有 性、有品德的新一代 命军人，努力建 一支听

党指挥、 打 仗、作 优 的人民军 。中国奉 极 御的军事战

略方 ，不会动 以武力相威 ，也不会动不动到别人家 口炫 武力。

到处炫 武力不是有力 的 现，也吓唬不了 。 深入 彻军民 合

发展战略，加快建 现代化武 察力 ，加强国 动员和后备力 建

，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 。 

推 国和平 一 、完成 国 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然 求。“一国两制”在实 中已 取得举世公 的成功，具

有强大生命力。无 到什么样的困 和挑战，我们对“一国两制”的

信心和决心 不会动摇。我们将全 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度 治的方 ，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支持

政 官和特别 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履 ，支持 港、澳 发展

济、改善民生、推 民主、促 和 。 

两岸关 和平发展是 护两岸和平、促 共同发展、 两岸同

的正确 ，也是 向和平 一的光明大 。坚持“九二共 ”、反对

“台独”是两岸关 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

势力。对任何人、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 的分 国家活动，13 亿

多中国人民、整个中华民族 决不会 应！两岸同 是命 与共的

兄弟，是 浓于水的一家人。民族强盛，是同 共同之 ；民族弱乱，

是同 共同之 。两岸双方应 怀民族整体利益，携手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打拼。 

同志们、朋友们！ 

年是 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中国

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 同志 ， 年 “为世界 文明，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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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以 春之我，创建 春之家庭， 春之国家， 春之民族，

春之人 ， 春之地球， 春之宇宙， 以乐其无涯之生”。95 年来，

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 凝 着 年的热情和奉献。全党 关注 年、

关心 年、关爱 年，倾听 年心声，做 年朋友的知心人、 年工作

的热心人、 年 众的引 人。 

全国广大 年 深刻了 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

的光 历史和伟大历 ，坚定不 着中国共产党 ，勇做 在时代前

列的奋 、开拓 、奉献 ， 春在为 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

献中焕发出 丽光彩！ 

同志们、朋友们！ 

95 年前，中国人民对争取民族独 和人民 放、实现国家富强和

人民幸 的渴望是多么强烈，但前 又是多么渺 。今天，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 更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更

有信心、有 力实现 个目标。我们完全可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一定 实现，也一定 够实现。 

1949 年 3 月 23 日上午，党中央从 柏坡动 前往北京时，毛泽东

同志 ：今天是 京 的日子。60 多年的实 明，我们党在 场

历史性 中取得了优异成 。同时， 场 没有 束， 在 。

今天，我们党团 带 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 场 的 。 

“ 漫漫其修 兮，吾将上下 求 。”全党同志一定 不忘初心、

前 ，永 保持 、 慎、不 、不 的作 ，永 保持 奋

斗的作 ，勇于变 、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在 场历

史性 中 受 ，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 卷！ 

 

（《求是》2021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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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是世界 天日（又名 人 国 日），4 月 24 日

将 来 六个中国 天日。 

同执 任务的 天员展开“天地 ”、 参与“东方 一号”任

务的 学家回信、多次亲切会 天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平总书 一直 度关心我国 天事业的发展，在不同场合对发展 天

事业作出 、对建 天强国作出一 列 。 

 “ 天梦是强国梦的 成 分” 

和亿万中国人一样，习 平心中深植着一份深厚的“ 天情”。 

 “我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当知 ，听到了发射成功的消息，

常激动！”2013 年 5 月 4 日，习 平来到中国 天 技 团公司中国

技术研 ，参加主 团日活动，与各界优 年代 共度 日。

当 到 1970 年 4 月我国 一 人 地球卫星 游太 时，习 平 在

“东方 一号”总 的历史图片前，回忆 当年的情景。 

 “ 技术 域是 技术 中的 域， 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

技实力的 标志，也是一个国家 济实力、 合国力、国 实力的

标志。”习 平 心 地对 年们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 人 天、卫星 信、火 技术 多个

域硕果 ，令国人备感 。 些成就彰显了不同凡响的中国 ，

凝 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 。 

 “ 天梦是强国梦的 成 分。”习 平 ，探 浩瀚宇宙，

发展 天事业，建 天强国，是我们不懈 求的 天梦。 

十号 人 ，习 平 度 价，指出其圆满成功“标志着我

国 人 天工 二步 一 段完 收官”，“是我们在全 建成小康

会伟大 中取得的又一 大历史性成就”。他 ：“ 人 天事业

的成就，充分展 了伟大的中国 、中国 、中国力 ，坚定了全

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 

嫦娥三号探月工 圆满成功，习 平 其“为我国 天事业发展树

了新的 ，在人 攀登 技 峰征 中刷新了中国 度”，“把

中华民族 凡的创 力刻在了人 文明发展的光 史册上”，深刻指出

其最 意义就是 一步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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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决心和 信。 

 “ 十一号” 成功发射， 利将 2 名 天员 上太 。正

在印度出席 砖国家 导人 八次会晤的习 平 一时 发来 电，

此次 任务“标志着我国 人 天工 取得了新的 大 展”，勉

励全体参研参 人员和 天员们不断开创 人 天事业发展新局 ，使

中国人探 太 的 步 得更大更 ，为建 天强国作出新的 献。 

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探月工 “ 、 、回”三步

划圆满收官。在人民大会堂，习 平亲切会 了探月工 嫦娥五号任务

参研参 人员代 并参 月球样品和探月工 成果展 ， 是“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 取得的又一 大成就，是 天强国建 征

中的 ，对我国 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 的意义”，强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 主创新工作力度， 划，再

接再厉。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 强大力 ” 

 “两弹一星” 、 人 天 、探月 、新时代北斗 ……

在不同场合，习 平 提及 些 。 

2020 年 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 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在内 古四子

王旗 定区域安全着 ，探月工 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习 平

在 电中用“ 梦想、勇于探 、协同攻坚、合作共 ” 16 个字

度概括总 了“探月 ”，勉励 天工作 们一步一个 印开启星

探测新征 ，为建 天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 新功。 

从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号分步实施的战略决 ，到中国特

卫星导 的体制 ，再到北斗三号卫星核心器 件国产化率

到 100%……北斗培 了“ 主创新、开放 合、万众一心、 求卓 ”

的新时代北斗 。“26 年来，参与北斗 研制建 的全体人员

上、敢打硬仗、接 奋斗，发扬‘两弹一星’ ，培 了新时代

北斗 ”，2020 年 7 月，习 平出席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建

成暨开 仪式，着 强 把新时代北斗 传承好、弘扬好。 

2020 年是“东方 一号”卫星成功发射 50 周年。“不 条件如何

变化， 力更生、 奋斗的志气不 丢。”4 月，习 平在 参与“东

方 一号”任务的 学家回信 ，寄 新时代的 天工作 以 一代

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 ，敢于战 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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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攀登 天 技 峰。 

人 天工 ，既是对我国尖 技术和创新 力的 合检 ，也是

对中华民族 的充分展 。2016 年 12 月，习 平在会 天宫二号和

十一号 人 任务 天员及参研参 人员代 时，概括总 了

“特别 吃 、特别 战斗、特别 攻关、特别 奉献”的“ 人 天

”，并 励大家勇攀 峰、不断前 ，为建 天强国和世界 技

强国建功 业。 

天 犹如璀璨的星 ，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断奋 、 梦太

。 

 “推动 天事业 全人 ” 

天事业是全人 共同的事业，探 浩瀚宇宙是全人 的共同梦

想。 

 “中国 天 极推动国 合作，同多个国家和国 开展了富

有成效的合作，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就包含了 多参与国的 献。”

在会 探月工 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 人员代 时，习 平明确 愿

同世界各国一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基础 学研 国 交流，推

动大 学 划、工 和中心建 ，扩大创新 力开放合作，推动人

学事业发展。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的建成开 ，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

三个独 拥有全球卫星导 的国家。在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正式开 时，习 平特意强 了 推广北斗 应用，做好确保

定 后 各 工作，为推动我国 济 会发展、推动构建人

命 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 献。 

外层 是人 共同的 富，探 、开发、和平利用外层 是人

共同的 求。在 信 亚太 合作 成 10 周年时，习 平

强 ，中国倡导世界各国一 推动构建人 命 共同体，坚持在平 互

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外 域国 交流合作。

中国一 主张合理开发、利用 源，保护 环境，推动 天事业

全人 。 

在 信 十二届中国国 天博 会开幕时，习 平

中国始 力于同世界各国一 ，推动 天 技发展，寄 此次

展“为世界各国人民共享 天技术发展成果作出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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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2017 年“全球 天探 大会” 信时，习 平强 愿加强同

国 会的合作，和平探 开发和利用太 ， 天探 和 天 技成

果为创 人 更加 好的未来 献力 。 

…… 

 “为推动世界 天事业发展 努力，为人 和平利用太 、推

动构建人 命 共同体 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 。”习

平对中国广大 技工作 、 天工作 心 地 。 

 

（新华社  2021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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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月 16 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 了习 平总书 2016 年在庆

中国共产党成 95 周年大会上的 。 

  一万多字 当年已 新华 全文发布， 单 本也已出

版。时 五年，再次发 ， 有深意。 

  ——从时 看，今年 建党 100 周年， 在 个时 点 温、

回 ，具有深刻的意义。 

  习 平总书 在庆 大会上全 总 我们党团 带 中国人民不

懈奋斗的光 历 、伟大 献和历史启 。 

  三个伟大历史 献——党“完成新民主主义 命，建 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完成 会主义 命，确 会主义基本制度”，“ 改

开放新的伟大 命”。 

  三个伟大 ——“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

”，“中华民族由不断 到根本扭 命 、持 向 富强的

伟大 ”，“中国人民从 来到富 来、强 来的伟大 ”。 

  三个历史启 —— 明了伟大历史 献 是党 导人民取得的，党

的 导和先 理 指导的 性不容 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付出

了巨大的牺牲，用 汗和生命写就的壮丽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往开来、奋勇前 的现实基础；我们的事业、 和战略 历史的

明是正确的，必 期坚持、永不动摇。 

总书 对我们党 95 年奋斗历 的审 和 ，具有强烈的启 意

义。 

  正值建党百年之 ，党史学习教 开展之时，《求是》发 习 平

总书 ，无疑是全党学习党史的最好“ 导 料”。 

  ——从内容上看，“不忘初心、 前 ”8 个字是

始 的一个主 。习 平总书 告 全党，一切向前 ， 不 忘

的 ； 得再 、 到再光 的未来，也不 忘 的 去，不

忘 为什么出发。 

  总书 一步从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坚持理想信念、坚持理 创新、



 

20 
 

坚持战略推 、坚持改 开放、坚持从严治党 8 个方 ， 了“不

忘初心、 前 ”的具体任务和 求， 些 求正是党 导人民

开创民族复兴伟业的指南。 

今年是“十四五” 划实施的开局之年，也是 上建 现代化国家

新征 的 步之年。全党 温 ，就是 守本举 ， 持建党伊

始的奋斗 和 子情怀，沿着历史揭 的正确方向开启下一个百年的

煌事业。 

——最后， 以“历史性 ”为 尾，意味深 地揭 出“

”永 在 上的主 。 

  习 平总书 曾 指出，“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 中。‘ ’仍在 ，所有

导干 和全体党员 把人民对我们党的‘ ’、把我们党正在

受和将 受各 的‘ ’ 好，努力交出优异的 卷。” 

  不忘初心、牢 使命、永 奋斗，习 平总书 以“ ”的清

和坚定，引 百年大党 好新时代新征 的新 卷。 

 

（新华社  2021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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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 则不 ，国无 则不强。 命 是党和国家的宝

富。 

习 平总书 在党史学习教 动员大会上强 ，在一百年的 凡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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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抗 援朝 、“两弹一星” 、特区 、抗洪 、

抗 救灾 、抗疫 、 攻坚 伟大 ，形成了彰显党的

性 宗旨和政治品格的 。 一 列伟大 ， 时 、历久

弥新， 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 作 ，凝 着中国共

产党人 奋斗、牺牲奉献、开拓 取的伟大品格，深深 入我们党、

国家、民族、人民的 之中。 一 列伟大 ， 含着我们“从哪

来、到哪 去”的 密码， 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

宝 富，是全党同志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 ，汲取信仰力 、

查找党性差 、校准前 方向的丰富源泉，是 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 无 、勇敢前 的强大 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扎实深入开展党内 中教 ，从 众

教 实 活动 求“坚守共产党人 求”到“三严三实”专 教

强 “加强党性修养”，从“两学一做”学习教 明确“把思想政治建

摆在 位”到“不忘初心、牢 使命”主 教 强 “保持斗争 ”，

命 和 基因 时 、 火相传，广大党员干 思想受到洗 、

灵 受到 动。在实 中，广大党员干 政治品 和斗争 斗争本

得到 炼，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奋发昂扬，为开启全 建 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提供了有力政治保 和强大奋 力 。但也 清

看到，我们党 期执政，党员干 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 懈怠的

心态。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正是 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 今、

政 人的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 不断 牢信仰之基、 之

、把 思想之 ，做到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政治品格更加 、斗争

更加昂扬、奋斗激情更加 满。 

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

前 光明。同时，我们必 清 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是

松松、敲 打 就 实现的。我们 临着 得机 ，也 临着严峻挑战。

深刻懂得，在我们 样一个 14 亿人口的国家实现 会主义现代化，

是多么伟大、多么不易！在 个关 当口，容不得任何停留、 疑、

望，必 不忘初心、牢 使命，一 作气、 奋斗。 是接 奋斗

目标、 是 对 挑战，就 发扬将 命 到底的 ，发扬

一 命家“宜将剩勇 寇，不可沽名学 王”的 命 ，发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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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 ，以永不懈怠

的 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 干，向着实现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 。 党史学习教 ，全党同志 共产

党人 ，始 保持 命 的大无畏奋斗 ， 新征 、

奋 新时代的 气 ，在具有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不断书

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 史 。 

 “人生天地 ， 有 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 样，

如此多的 ， 历 如此多的生死 ，付出 如此多的

惨烈牺牲。一百年来， 命 如火炬，又如明灯，始 照亮前 的

，激 矢志不渝、一往无前的伟大力 ，推动我们党从小到大、由

弱到强， 急流 滩， 惊涛 浪，从一 小小 成为 中国

的巍巍巨 。展望未来，坚定理想信念，牢 初心使命，植根

人民 众，始 保持 勃朝气、昂扬斗志，始 在时代潮流最前列、

在攻坚克 最前沿、 在最广大人民之中，我们党必将永 于不

之地，不断从 利 向新的 利。 

 

（《光明日报》2021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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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 入全 建成小康 会决定性 段召开的一

次十分 的大会。大会强 举中国特 会主义伟大旗帜，强

中国特 会主义是党和人民 90多年奋斗、创 、 的根本成就，

必 倍加珍惜、始 坚持、不断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会主义是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 。 

中国特 会主义，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 导 体团 带 全党

全国人民历 千 万 接力探 取得的，是 代以来中国 会发展的必

然 择，是发展中国、 定中国的必由之 。 向未来，全 建成小康

会、加快推 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 始

举中国特 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会主

义。 

党的十八大深刻 明了中国特 会主义是由 、理 体 、制

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中国特 会主义 是实现 径，中国特 会

主义理 体 是 动指南，中国特 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 ，三

一于中国特 会主义伟大实 。 是中国特 会主义的最 明特

。 对国内外的一些 倾向和 主张，党的十八大强 坚定不

举中国特 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 封 僵化的 、也不 改旗

易帜的 ， 求全党坚定对中国特 会主义的 信、理 信、

制度 信。 

党的十八大强 ，建 中国特 会主义，总依据是 会主义初

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 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强 总依据，是因为 会主义初 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

国情、最大实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牢牢把握 个最大国情，推

任何方 的改 发展 牢牢 个最大实 。强 总布局，是因为

中国特 会主义是全 发展的 会主义，我们 在 济不断发展的基

础上，协 推 政治建 、文化建 、 会建 、生态文明建 以及其

他各方 建 。强 总任务，是因为我们党从成 天 ，就 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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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 扭住 个总任务，一代一

代 不 地干下去。 

党的十八大深刻总 60 多年来我国 会主义建 特别是中国特

会主义建 实 ，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 会主义新

利的基本 求， 一步回 了在新的历史征 上怎样才 夺取中国特

会主义新 利的基本 。 就是：必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

坚持 放和发展 会生产力；必 坚持推 改 开放；必 坚持 护

会公平正义；必 坚持 共同富 ；必 坚持促 会和 ；必

坚持和平发展；必 坚持党的 导。 些基本 求， 中反映了我们党

对中国特 会主义 律 的深化。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会主义是一 大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带 全国各族人民， 推 “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 推 “四个全 ”战略布局， 揽伟大斗争、伟大

工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懈探 和把握中国特 会主义 律，

奋力开拓中国特 会主义更为广 的发展前景，推动中国特 会主

义 入了新时代， 写了中国特 会主义新 。 

 

（《光明日报》  2021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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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抗日战争 入了夺取最后 利的 关头，中国共产党

七次全国代 大会在延安召开了。大会总 了中国新民主主义 命二

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 ，制定了正确的 、 和 略，确 了

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党 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 利和新

民主主义 命在全国的 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 上的基础。 

在党的七大召开期 ，毛泽东曾 3 次 到“愚公 山”。 一次是在

1945 年 4 月 24 日，即七大开幕 二天，毛泽东在作政治报告时，借

个寓 故事提 大家，中国 命 是 的， 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和一定会取得最 利的信念。5 月 31 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

中再一次 ：“我多次 愚公 山的故事，就是 大家学习愚公的 ，

我们 把中国反 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 个山挖掉！”6 月 11

日，毛泽东在大会 幕会上作 幕 ，再次 愚公 山的故事，号召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 万 ”，挖掉压在中国人

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幕 后来以《愚公 山》

为 ，收入《毛泽东 》 三卷，成为 炙人口、催人奋 的名 ，

一 作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共产党人前 的 。 

合毛泽东在七大召开期 的一 列 ，我们 温《愚公 山》

一 名作，从中感悟 典名 中所 含的智慧和力 。 

坚定信心很  

文 开 就 ，党的七大确定了党的 ，即“放手发动 众，壮

大人民力 ，在我党的 导下，打 日本侵略 ， 放全国人民，建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党在七大后的任务“就是 导全党实现党的

”。 

怎样来实现党的 呢？毛泽东指出，同志们到各地去， 宣传大

会的 ，并 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 ，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

命一定 利的信心， 且 求作为先 的中国共产党人，

团 带 中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 万 ”，去争取 命

的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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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引用愚公 山的故事，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比作太 、王

屋两座大山，将中国共产党人比作愚公，将中国人民大众比作上帝，

样生动的比喻，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主 命 和在 期 命斗争

实 中形成的 众 ，便展现在人们 前。 就告 人们，反对帝国

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 命 段的根本任务，作为

“愚公”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就下了决心， 挖掉 两座山”， 且会

一直坚持下去，不断地工作，感动全国人民大众 个“上帝”一 来

推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治。我们党如何感动“上帝”？就是 一

切为了 众、一切依 众，从 众中来、到 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 幕不久后召开的中国 命死 烈士 悼

大会上的演 中指出：现在我们党有清 的头 ，有正确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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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世界发展大势， 对比国民党 六次全国代 大会和共产党

七次全国代 大会，毛泽东指出了中国发展的两 前 ，即两 “可

性”，一 可 性是“ 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

暗”，即“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以后，中国与外国的反动派又想 把我

们打倒，把中国人民打倒，下决心 把中国一切人民的民主力 、 命

力 消灭。 时或 就是 样的情况， 全国就是 暗的，延安也

是 暗的，中国像沉到大海 去了，每天 是夜晚不 太 ， 暗得很，

再 上几十年恐怖日子”。另外一 可 性就是“把 暗势力压下

去，把拿刀子杀人的人压下去”，“建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

国引向光明”。 

清 命形势，做好 期打  

只有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才 对时局有清 的 ，才 制定

出正确的应对之 。毛泽东在中国 命死 烈士 悼大会上的演 中指

出：“我们现在的抗战 没有 利， 努力， 团 全国人民做很大

的努力，才 战 我们的敌人。”他也 到，“在两年到三年内中国

变化，或 变得很坏，或 变得很好，总之是 变化。日本帝国

主义 打倒。”在 ，毛泽东提 全党，“将来是一定 打的，因

为他们已 有准备了”，“现在，他们实 上是同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

主义互相 合 消灭中国人民的 命力 ，一切 命力 他们 想

消灭”。 

对 样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办呢？毛泽东 ， 就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 万 ，去争取 利”， “毫不动摇，每

天挖山不止”，正如他在同国民党 参 之 的对 中指出的：“我

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 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

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 你们 去了九十九支，我们 剩下一支，

用 一支枪，我们也 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 投 吧！我们

不 ，‘投 ’ 个 在我们的字典 是没有的。” 的是 命

到底的决心 。 

毛泽东同样也提到了 命的毅力和 期性 ，在党的七大的口头

政治报告中，他指出：“只 我们手 有一条枪，我们 打倒了，就

把枪交 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 孙子。” 后，他举了愚公 山的故

事来 一步 明 个 ，并引 愚公的 ，“ 两座山 然 ，但

是我死了 有儿子，儿子死了 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 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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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儿子的儿子，父 子，子 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在党

的七大 幕会的 中，毛泽东再次引 愚公 山的故事， 求中国共

产党人“一定 坚持下去，一定 不断地工作”，带 全中国人民一

挖掉两座大山。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 七次全国代 大会上的

中提到关于实事求是的 ，可以看作是愚公 山故事的一个注 。他

指出：“我们的 地只 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 只 一点一点地

， 是一个实事求是的 。二十四年的 明：想一手抓一个

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争来的，叫作‘寸土必争’……我

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 来就

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 正如毛泽东 愚公 山的故事时所 ：

“ 两座山 然很 ，确是不会再增 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

挖不平呢？”为更好地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告 大家：“我们应当是

现实主义的，当然是 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 学习

国人的实 ， 有俄国人的 命气概，把二 合 来。我们

以 学的 、 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

取敌人的 地， 样才是比 巩固的。” 

当年，毛泽东用愚公 山的故事号召和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夺

取 命 利凝 了强大的 力 ，最 推 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 本主义三座大山，建 了新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 命的伟大

利。今天，我们即将实现全 建成小康 会的百年奋斗目标，正在 向

全 建成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征 ，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

样接 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我们 温《愚公 山》 一不朽 作，就是 学习发扬愚公

山 ，下定决心，坚定信心，挖掉横亘在前 上的各 “大山”，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 

 

（作者：李东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机关党建研究》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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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1 日，习 平总书 在庆 中国共产党成 95 周年大

会上发 ， 度 价我们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历史 献，

学概括历史 予我们的深刻启 ，号召全党同志不忘初心、 前 。

在庆 我们党百年华 的 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的关 点， 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 ， 温 克思主义的

光 文献，对于我们用党的奋斗历 和伟大成就 斗志、明确方向，

用党的光 传 和优 作 坚定信念、凝 力 ，用党的实 创 和历

史 启 智慧、砥砺品格，向着实现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 ，

具有 意义。 

云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 7 年中央 ，对如何加强

党员 伍建 深入研 和探 ，并且提出 多相关 。他在

1939 年 5 月所作《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比 完整地提出了

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不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党员的 为

，对当前在全 从严治党新形势下加强党员教 也具有深刻现实意

义。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的 世与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当时，

中国共产党 对的一个比 大的 就是党员人数 少、党的力

弱。在 云接手中央 工作时，全国的党员人数只有 4 万多，主

中在 军和 甘宁 区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从全国 围来 ，特

别是国民党 治区， 大多数党 到严 破坏，有些地区 破坏殆

尽。 状况，显然 以同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担 的 任相

应。1937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 上指出：“所

有 些，一方 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 的政 ，另一方 则是由于我

们 己的没有工作或工作不 。 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 命战争中的

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 个弱点，是不 战 日本帝国主义的。”为了

克服 个弱点，1938 年 2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上提出

“大 的发展党员”，并建 中央对 个 作出新的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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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 一指 下，1938 年 3 月， 云主持 了《中央关于大

发展党员的决 》。决 指出：“为了担 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

一战 以彻底战 日本帝国主义的 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 是必

的。但应 指出，目前党的 力 ， 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

多 的地区，尚无党的 ，或 常狭小。因此大 的十百倍的

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 切与严 的任务。”决 指出，党内在发展

党员 上 打破两 倾向：一 是关 主义倾向；另一 是在

一战 中忽 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 ，甚 于取消党的发展

的严 倾向。决 求，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 党 的 常

的 的工作之一。 

决 下发后，在中共中央及中央 直接 导和推动下，各地党

的 和党员 伍得到 发展，到 1938 年底，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

就从 4万多增加到 50 多万， 多原来没有党 的地区建 党的

和 导机构。 支力 ，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 作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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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做 众的模 。即“党员无 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 必

党 众一 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 我党”。 

六，学习。即“每个共产党员 时 地在工作中学习理 和文

化，努力提 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 命知 ，培养政治

”。 

最后， 云 着 提出：“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 为

一个 好的共产党员，才不 玷污了 伟大 光 的党员的 号”。 

6 条党员标准，着眼于党员的思想、 律、 动，包含了党员与

众关 和不断提 的 求，深刻揭 党员标准的内在灵 是

坚定党员共产主义信念，为广大党员修养、 和 己提供了思想

求和 为 。 一文 最初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放》

72期上，后来 印成单 本，1943 年又 中共中央列入 22 全党必

的整 文献，成为指导党的建 的 文献。 

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文 然是在抗日战争的

形势下所写，但其提出的共产党员“六条标准” 今仍具有 的意

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 任

感和深沉的使命忧患感，把全 从严治党 入“四个全 ”战略布局并

推动其向 深发展，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清 了党内存在的严 患，保

了全党沿着正确的 向前 。但是，新形势下党 临的 期执政 、

改 开放 、市场 济 、外 环境 是复杂的， 临的 懈

怠危 、 力不 危 、 众危 、消极 危 是尖 的、严峻

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 、政治不 、 不 、作 不 出

尚未得到根本 决，全 从严治党依然任 。 就 求全体党员必

从 出发，严格 党员标准，共同为之努力奋斗。当前，全党上

下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 使命”主 教 ， 温 “六条标准”，

有助于我们强化党员意 ，真正坚定 己的入党初心，担 大的历

史使命。 

 

（作者：刘志新，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机关党建研究》 2019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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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 1 日，习 平总书 在庆 中国共产党成 95 周年大

会上发 ， 度 价我们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历史 献，

学概括历史 予我们的深刻启 ，号召全党同志不忘初心、 前 。

在庆 我们党百年华 的 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的关 点， 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 ， 温 克思主义的

光 文献，对于我们用党的奋斗历 和伟大成就 斗志、明确方向，

用党的光 传 和优 作 坚定信念、凝 力 ，用党的实 创 和历

史 启 智慧、砥砺品格，向着实现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 ，

具有 意义。 

一、深刻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历史 献 

中华民族具有 5000 多年 延不 的文明历史，为人 文明 步作

出了不可 灭的 献。 入 代以后，中国 入内忧外患的 暗境地，

中国人民 历了战乱 仍、山河破碎、民不 生的深 。为了挽救

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前 后 ， 尝 ，但均以失 告 。

在 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 动相 合的 中，1921 年中国共产

党应 生。我们党勇敢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团 带 人民 了 卓 的斗争， 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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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 己命 的主人，实现了中国 度 一和各民族 前团 ，彻底

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会的历史，彻底 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

的局 ，彻底废 了列强强加 中国的不平 条 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

一切特权，中华民族发展 步从此开启了新 元。 

我们党团 带 人民完成 会主义 命，确 会主义基本制度，

推 会主义建 ，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 深刻的 会

变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 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

现了中华民族由 代不断 到根本扭 命 、持 向 富强的

伟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 建 合我国实 的先 会

制度。新中国成 后，党带 人民在 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 济

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 渡时期总 ，创 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

主义向 会主义的 变，使中国 个占世界 1/4人口的东方大国 入了

会主义 会。中国共产党人以 的 教 为 戒，开始独 探

合中国国情的 会主义建 。在不 的时 ，建 独 的比

完整的工业体 和国民 济体 ，成为在世界上有 影响的大国。 

我们党团 带 人民 改 开放新的伟大 命，破 碍国家和

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 碍，开 了中国特 会主义 ，使

中国大 步 上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 合乎时代潮流、

应人民意愿，勇于改 开放， 党和人民事业始 充满奋勇前 的强大

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 到 济建 上

来、实 改 开放的历史性决 ，实现新中国成 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

深 意义的伟大 折，开启了改 开放和 会主义现代化建 的伟大征

。中国共产党把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 开放的具体实 合

来，团 带 人民 建 中国特 会主义新的伟大实 ，实现了

中华民族从 来到富 来的伟大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带 人民

伟大斗争、建 伟大工 、推 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

。 入新时代，以习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带 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从理 和实 合上 回 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

特 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会主义 个 大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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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了习 平新时代中国特 会主义思想，坚持 推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 推 “四个全 ”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 中求 工作总基 ，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会主义制

度，加强党的全 导，推 国家治理体 和治理 力现代化， 决了

多 期想 决 没有 决的 ，办成了 多 去想办 没有办成的

大事，全 建成小康 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 来了从富

来到强 来的伟大 。 

二、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伟大奋斗历 告 我们的深刻启  

历史是最好的 师，但历史往往 岁月的 才 看得更清

楚。习 平总书 在 中 明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 提供的

启 。 当中， 我们最深刻的启 ，是 做到三个“ 期坚持、永不

动摇”。 

历史和人民 择中国共产党 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

的，必 期坚持、永不动摇。坚持党的 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命 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 、幸 所 ，是中华民族的命

所 。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

幸事。只 我们深入了 中国 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 命史，就不

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 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 取

得今天 样的成就，也不可 具有今天 样的国 地位。习 平总书

深刻指出，加强党的 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会主义的根本

保 。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有 会主义中国？哪有中国特 会主义？

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坚持党的 导 个决定党和国家前 命

的 大原则 上，全党全国必 保持 度的思想 、政治 、

动 ，丝毫不 动摇。 

中国共产党 导中国人民开 的中国特 会主义 是正确的，

必 期坚持、永不动摇。一个国家实 什么样的主义，关 看 个

主义 否 决 个国家 临的历史性 。只有 会主义才 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 会主义才 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会主

义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历史的 、人民的 择。中国特

会主义是在改 开放 40多年的伟大实 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

70 多年的持 探 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 导人民 伟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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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100年的实 中得来的，是在 代以来中华民族由 到盛 180多年的

历史 中得来的，是在世界 会主义 500多年波澜壮 的发展历 中

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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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 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 克思主义的

真理力 和实 力 ，深化对中国化 克思主义既一 相承又与时俱

的理 品 的 ，增强用党的创新理 武 全党的政治 。 

实 发展永无止境，理 创新也永无止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

然 保持和发扬 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 的理 品格，以更宽广的

、更 的眼光来思 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 临的一 列 大战略

，不断开 21世 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当代中国 克思主义

展现更强大、更有 服力的真理力 ，指引中国人民 写更加 煌的

、创 更加伟大的奇 。 

牢 我们党从成 就把为共产主义、 会主义 奋斗确定为 己

的 ，坚定共产主义 大理想和中国特 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

把为崇 理想奋斗的伟大实 推向前 。 命理想 于天。坚定理想信

念，是事关 克思主义政党 力 和前 命 的根本 。我们党之

所以 够 受一次次挫折 又一次次奋 ，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

大理想和崇 求。今天，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 会主义的

信念，依然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 ，是共产党人 受住任何 的

支柱。 

崇 信仰、坚定信念必 建 在对 克思主义的深刻理 之上，建

在对历史 律的深刻把握之上。 坚持思想建党、理 强党， 把

学习 彻习 平新时代中国特 会主义思想作为思想武 的 中之

，同学习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

开放史、 会主义发展史 合 来，同新时代我们 伟大斗争、建

伟大工 、推 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 来，不断

之“ ”，保持对 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 和执着 求，

牢牢占据真理和 义的制 点，做到 执着、 信 深厚。 

坚持中国特 会主义 信、理 信、制度 信、文化 信，

坚持党的基本 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 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

。中国特 会主义，承 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 ，寄托

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 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 代

以来中国 会发展的必然 择，是发展中国、 定中国的必由之 。改

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 和 步的根本原因，归 来就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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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特 会主义 ，形成了中国特 会主义理 体 ，确 了

中国特 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 会主义文化。总 历史，习

平总书 深刻指出，当今世界， 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

够 信的 ，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

信的！ 个 信就是中国特 会主义 信、理 信、制度

信、文化 信。 

中国特 会主义，既是我们必 不断推 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

开 未来的根本保 。 深刻 “四个 信”来源于实 、来源于人

民、来源于真理，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气、底

气，既不 封 僵化的 ，也不 改旗易帜的 ，以“ 信人生二

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的勇气，在全 建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上坚定不 开 新天地、创 新奇 。 

推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推 “四个全 ”战略布局，

全力推 全 建成小康 会 ，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推向前 。全 建成小康 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

承 ，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为实现 一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党形成并 极推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并 极推 “四个全

”战略布局，全 建成小康 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攻坚战取

得全 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 出了新的一大步， 会主义中国

以更加 伟的 姿屹 于世界东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 建成小康 会、实现 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之后，我们 乘势 上开启全 建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向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军， 标志着我国 入了一个新发展 段。

推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推 “四个全 ”战略布局，

准确把握新发展 段，深入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

力推动 发展，为全 建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好步。 

坚定不 举改 开放旗帜，勇于全 深化改 ， 一步 放思想、

放和发展 会生产力、 放和增强 会活力，不断把改 开放推向

前 。改 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 ，正是 个伟大 孕 了我

们党从理 到实 的伟大创 ；改 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

上一次伟大 命，正是 个伟大 命推动了中国特 会主义事业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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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历史充分 明，改 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 的关 一招，也

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一

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 深化改 、 整体 推 改

的新时代，改 呈现全 发力、多点 破、 疾步 、 深推 的态势，

在 域和关 环 取得决定性成果。现在，改 开放来到一个 到

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 更 的时候，一个愈 愈 、愈 愈 又不

则 、 不可的时候。 在新的历史 点上， 坚定不 举改

开放旗帜，把接 推 改 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合 来、把深化

改 攻坚同促 制度 成 合 来、把推 改 同 化 大

合 来、把激发创新活力同凝 奋 力 合 来，推动改 在新发展

段打开新局 。 

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 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 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 众 极性、主动性、创 性，不断把

为人民 事业推向前 。我们党来 于人民，为人民 生，因人民

兴。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 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 党与

人民心 心、同呼吸、共命 的历史。我们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 是为了人民幸 和民族复兴。历史充

分 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 关 党的生死存亡。

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 够克服任何困 ，就 够无往

不 。 

一个忘 来 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 的民族，一个忘 初心的政党

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 始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位 、把人民对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永不 众，与 众有 同享、有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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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价值。 和平发展 ，是中华民族优 文化传 的传承和发展，

是中国人民从 代以后 中得出的必然 ，是我们党根据时代

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国内国 两个

大局， 应时代发展潮流， 举和平、发展、合作、共 的旗帜，全

推 中国特 大国外交，倡导推动构建人 命 共同体， 极促 “一

带一 ”国 合作，引 全球治理体 改 和建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出新的 大 献。 入新发展 段，中国持 发展和开放将为世界

济复 和增 注入强大动 ，中国将 做世界和平的建 、全球发

展的 献 、国 序的 护 ，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同各国人民携手

努力，为创 人 好未来 不懈奋斗。 

保持党的先 性和 洁性，着力提 执政 力和 导水平，着力增

强抵御 和拒 变 力，不断把党的建 新的伟大工 推向前 。

先 性和 洁性是 克思主义政党的本 属性。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

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 性和 洁性，不断 瓦 、 化的危 的

历史。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 先 性和 洁性、永 春活力，如何

永 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 期执政，是必 回 好、 决好

的一个根本性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 我 命 推

全 从严治党，党在 命性 中更加坚强。民族复兴梦想 接 ，

改 开放任务 ， 加强党的建 。 总 历史 教 ，着眼

于 决党的建 的现实 ，按照新时代党的建 总 求，以政治建

为 ，不断推 党的建 新的伟大工 ，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

变化的历史 中始 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 挑战的历

史 中始 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会主义

的历史 中始 成为坚强 导核心。 

回 的 ，不忘来时的 ，归根 底是为了 好前 的 。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新 点、新征 ，回 党 的光 历 ，就是

为了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 好，把党的成功 传承好、发扬好，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增强“四个意 ”、坚定“四

个 信”、做到“两个 护”，不断提 政治判断力、政治 悟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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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执 力，在习 平新时代中国特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昂扬姿态

奋力开启全 建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求是》 2021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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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 后， 期 临着以 国为 的 方 本主义国家的孤

和封 ，承受着国 敌对势力的敌 和威 ，在国 斗争中也常常

临“挨 ”的 。在 导党和人民 国 斗争时，毛泽东围

如何正确 和有效应对“挨 ”、如何利用“挨 ”更好地搞好国

内的团 和 定发展 了深入思 ，作出了 ， 了宝

。 

一、怎样正确 “挨 ” 

在 导人民 不懈奋斗的 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各 声

中 势 上、成 壮大的，“是 人家 惯了的”。毛泽东提出， 区

分两 不同的“ ”：对人民内 的不同意 、牢 、“ ”甚

“ ”，我们 心接受并不断改 工作中的 点和不 ：“各 党委，

特别是坚决 在中央正确 方 的 同志， 时准备挨 ”；

对于敌对势力恶意的“ ”，毛泽东则强 先 对其 律、特点及本

历史地 地分析。 

先 的、正义的东 一开始总 “挨 ”。先 取代 后、正义取

代反动是历史的 律，但先 的、正义的事物对旧事物的取代总 历

一个曲折反复的斗争 ，期 免受到反动势力的反对甚 压制。 

毛泽东 ：“ 古以来，没有先 的东 一开始就受欢 ，它总是

挨 ”，“ 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 的”。他同时指出，

合历史前 律的先 事物并不会因“挨 ” 失去生命力，相反，

其价值会 着它的发展成 得到历史的 明。正如历史上曾有 多伟

大的 学家，他们的学 往往是 历了 期的 疑和 之后才最

历史 明的；同样，国内外反动势力的 和攻击无法 损中国共产党

及其 导的伟大事业的先 性和正义性。 

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敌人的 声中带 人民在 命和建 中不断

取得 利的。毛泽东幽 地 ：中国有句古 叫做“ 多不痒”，中国

共产党一出世就 人“ ”，是 人“ ”惯的、“ ”大的， 且

是敌人“ ”，就 是“ 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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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 ”有 期性、 歇性的特点。所 期性，是 敌人

制中国发展的企图是 期的、一 的， 决定了他们的“ ”也是 期

存在的。正如毛泽东所 ：“我们已 它 了几十年， 准备 它再

几十年。”所 歇性，是 敌人的“ ” “有 目可借”，“因

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 厌，市场 小，只好收场， 一个时

期另有新 可借，再来掀动反华”。 

因此， 着中国 命、建 事业向前发展，敌人必然会不断地寻找

热点借 发挥、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攻击， 且往往 是我们

的工作取得 步，敌人的“ ”就 会 样 新、变本加厉。在深入

分析“挨 ” 根源的同时，毛泽东提出，对于敌人“ 期地但是

歇地反对我们”， 作出充分的准备以 极有效地应对。 

帝国主义反动派“ ”我们，“ 明它没有办法”。毛泽东指出，

敌人的“ ”不仅无法真正 制中国发展，反 彻底暴 了国 敌对势

力 、外强中干， 明他们“心亏理怯， 厉内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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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分子的抵制和破坏，但几十天中 来 350余万民众争相 展，受欢

度 其他国家。毛泽东看 有关材料后为全党 了 样一  :

我国展 大受欢 的事实 明，国 上“真正反华的，不 是一小撮

人”， 些人加 来“只占全人 的百分之几”，他们不代 历史发展

的主流，我们更不应 受其影响 对我们 己的前 命 悲 泄气。

些 判断成为毛泽东处理国家对外关 的 出发点。 

毛泽东的上 分析，为 极 有效地应对国 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

党和新中国的 、 和指 ，提供了 思想基础。 

二、怎样 极有效应对“挨 ” 

在 期实 中，毛泽东在有效应对国 斗争中的“挨 ”

方 了 多宝 的 。 

相对、有理有据展开批 。新中国奉 独 主的和平外交政

，对他国内政从不指指点点、 三 四。毛泽东指出，中国 奴役

压 的历史已 一去不复 了， 对国 敌对势力和反华势力强加于中

国的 和指 ，特别是 些涉及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原则性 ，我

们必 挺直 杆， 回 的 回 、 斥的 斥， 坚决与之斗争。 

毛泽东对以 国为 的 方反华势力所 的坚决斗争，是前后相

、一以 之的。在中国共产党 导的 放战争即将夺取全国 利之时，

国政府为掩盖其对华政 的失 ，以“专制”“独 ” 名 中

国共产党和即将 生的新中国， 在其发 的《 国与中国的关 》白

皮书中对即将 生的人民政权加以恐吓，扬 在中国培养“民主个人

主义 ”，妄图 新中国政权。 些污 和 不仅在国 上混淆

听， 且使得国内一些人对中国的 命前 产生悲 和动摇情 。 

为了 斥 些“ 声”，毛泽东先后撰写了《 人民民主专政》《丢

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 登》 文 ，不仅充分 了

中国 命事业的正义性， 且 条 斥了反华势力所 “一 倒”“独

”“恶意拒 国 人 主义援助” 意 。他 相对地指出，

国“ ”我们的所 “独 ”不仅不是反动 后的“独 ”， 且是

之 方式的 伪“民主”更加 步的人民民主专政。相反， 国政客

标榜的所 “民主”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民主， “只是 产 一个

的独 治的别名”，是 权主义的 布。 国提供的所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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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更是以援助之名 侵略之实，是打着援助的幌子扶植代理人

制中国 命， 。 些 彻底揭 了帝国主义的丑恶本 ，有理有

据地 斥了帝国主义的无 ，堪 对帝国主义的“ ”敢于斗争的

典 。 

斗争 略和方法。在国 斗争中，毛泽东强 斥国

敌对势力的攻击和 既 坚决果断，同时又 对具体对 作具体分

析， 略和方法。 

1959 年 4、5 月 ，国 敌对势力借 放军平息 少数上层分子

武 叛乱一事大做文 ，大 攻击和 中国政府，并歪曲和丑化中国

导人形 。毛泽东 对 分国家出现的一些反华、 华事件指出，敌

人借 发 ，对此我们必 坚决反击，但也 区分 急， 斗

争 略：对 期直接支持 分 分子的国 敌对势力，我们必 “极

强硬”；对刊登 华内容的 方报 不惧威 敢于斗争，借以扩大

影响，“ 世界人民注意”，但在 气上“硬性可略为 低”；对反华

低且受到外 势力挟制的国家，我们的 斥则 相对和 ，“硬

性更 低些”。 

对不同反华势力 取不同 略，一方 可以 止中国在国 上四

受敌，另一方 可以争取受挟制国家对华态度的 变，从 有利于

瓦 国 敌对势力的 盟。 

不 前嫌，团 一切可以团 的力 。在处理国 关 时，毛

泽东始 尽最大的善意和 意争取团 一切可以团 的力 ，使 多因

和受帝国主义欺 、控制 曾 “ ” 中国的国家消 了对中国

的偏 乃 敌意， 来 多的国家特别是 三世界国家开始接 中国。 

1955 年 12 月和 1956 年 2 月先后有两支泰国代 团 中国。彼时

中泰两国尚未建交，由于在外交上 期受制于 方势力，泰国对中国的

外交政 怀有疑忌，也曾 和 国 方国家对中国的指 。毛泽东会

泰国客人时真 地 ，中国对泰国是当兄弟看待的，兄弟之 “有

会可以慢慢 ”，中国完全理 包括泰国在内的广大亚 拉国家

的 处， 些国家“必 时对 国 几句好 ，对我们 几句坏 ，

我们是 的”。同样，对其他亚 拉国家乃 一些 方国家，毛泽东

也主张必 持开放的态度和一 的 意，彼此求同存异、相互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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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明，正是 感同 受、以 待人的大国 使 来 多的国家

对一度 生的新中国放下了疑 和敌意。 

中国在日内瓦会 、万 会 大多 外交场合上取得丰硕成

果。 着 来 多的国家加入中国的“朋友圈”， 固的反华势力 来

受到孤 ， 方抛出的一些反华 也 渐失去 服力。 

“ 全世界 听到我们的声 。”毛泽东主张开展国 斗争

也 像打仗 样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掌握主动，即在

相对、敢于 斥国 敌对势力的攻击、 的同时，更 注意 免 入

对方 和理 。用生动形 、易于理 的方式把我们的声

和主张主动传出去，“ 全世界 听到我们的声 ”。 

新中国成 后，毛泽东不仅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深刻 “帝国主义

和一切反动派 是 ” 个 断，使其作为生动的中国 广为世

人所接受。同时， 合抗 援朝战争、日内瓦会 大事件主动

向国 会 明中国的正义主张。在毛泽东的探 实 和亲 指导下，

新中国在国 台上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 原则”“两个中 地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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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干劲和斗志，同时提升斗争本 和斗争 惕性。用敌人的反动

甚 “ 声”教 国内党员 众，毛泽东将之比喻为“ 牛痘”。 

1956 年，毛泽东批 扩大《参 消息》 围， 求公开报 帝

国主义“ 我们的反动 ”，他指出， 样做“就是把毒 ，把

克思主义和反 克思主义的东 ，摆在我们同志 前，摆在人民 众和

民主人士 前， 他们受到 炼”，“就是人为地把一 病毒放到人体

去，实 ‘ 战’， 你作斗争，使你的 体 头产生一 免疫

力”，“发 《参 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 教材，就是‘ 牛痘’，

增强干 和 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毛泽东注 “ 牛痘”来教 人民，可 用心 ，他的用意

不在于应对敌人的某一次“ ”， 在于对干 众“做 的 服工

作来破 信”，即引导中国人民在 、 世 的斗争实 中抛弃

旧中国 期存在的“奴 思想”“崇洋病”“恐洋病” ，帮助干

众做到“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 ’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在

上真正“ 来”。 

“一切 的中心在于我们 己的团 和 己的工作 做得

好。”敌人的指 和污 ，目的就是利用其 攻势混淆 白、 倒是

、歪曲事实，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污名化，

妄图 到搞乱人心、破坏我国发展甚 成我国从内 “和平演变”的

恶目的。“ 声”最 怎样收场、中国的主张 不 得住、中国

否 得国 会的尊 ，归根 底 我们 己的 硬实力 出

案。毛泽东强 ，实实在在的建 成就是对敌人的“ 声”最好的反击：

“一个 江大桥，可以 服 多人”，“一切 的中心在于我们 己

的团 和 己的工作 做得好”。 

20世 60 年代初，在 对我国独 发展原子 事业的 和

威 之下，中国 住压力，不仅于 1964年 10 月成功 爆 一 原子弹，

且 爆次日即由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不 先使用核武器。 就有力回

击了国 敌对势力围 中国核 划展开的各 攻击 和威 。 

此后，毛泽东 导人多次 到，没有原子弹，我们在国 上

就不 数，中国 对敌人的指 和 就不可 具备充分的 信和底

气，就不 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毛泽东反复强 ， 住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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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搞好国内发展，只 如此坚持几十年，我国变得 够强大后，

各 嘲 、 、 就会 然失去 服力，用实力和成 永 是

对各 “ 声”的有效应对之 。 

习 平指出， 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我们国家“挨打”“挨 ”

的 已 基本 决，“但‘挨 ’ 没有得到根本 决”。当今

世界正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 临的国 斗争形势更加

复杂严峻，如何妥善有效应对国 上一些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指 和污

，根本 决“挨 ” ， 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 力。新中国

成 以来毛泽东关于正确 和有效应对“挨 ” 的 和实

，对我们更好地开展国 斗争和 决“挨 ” 有着 启

。 

 

（作者：李炼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党的文献》 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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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 明 政治，既是 克思主义政党的 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

党一以 之的政治优势。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员数 破 9100 万，其

中“80 后”“90 后”党员 三分之一，加强 年党员政治 力建 ，

事关党的事业 火相传。习 平总书 在 2021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

家 政学 ）中 年干 培 班开班式上指出，“ 加强政治历 ，

接受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淬炼，不断提 政治判断力、政治 悟力、政

治执 力，使 己的政治 力同担任的工作 相匹 ”。新时代 年

党员 把政治 炼作为 ，以永 在 上的执着和 劲滋养初

心、 炼党性、淬炼灵 ，努力担 时代 任。 

提 政治判断力，做到眼睛亮、 事早、 动快 

政治判断是政治实 的前提。 年党员只有不断提 政治判断力，

才 在复杂环境、现实是 、 挑战 前保持清 头 ，把 政治方

向， 政治 场。 

就 学把握形势的“ 位”。 学把握形势变化，是制定和执

正确 方 政 的前提。 年党员 善于从政治 度把握形势变

化，坚持用党的创新理 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改 发展 定 临的新情况

新 ；善于从历史深度分析形势，总 律，把握发展 ，坚

定前 方向；善于从现实广度把握形势变化，从 事做 、从业务工

作入手，努力 把握发展 向，及时 整 偏，确保工作始 沿

着正确政治方向前 。 

就 准 别本 的“好眼力”。 年党员受教 层次 、知

丰富，但 历相对 浅、实 历 尚有欠 。 现 看本 ，就

善于从一 事务 中挖掘 后的政治内涵，从倾向性、 头性 中

发现政治 倪，从 复杂的矛盾关 中把握政治 ，对敏感性、

头性 学 判、果断处 ， 患于未然。 

就明 是 曲直的“硬内功”。政治上的是与 ， 先是对待党

的基本理 、基本 、基本方略以及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基本历史

的 场和态度。 年党员 加强政治历 ，用党的创新理 擦亮政治慧

眼，正确处理公 、义利、是 关 ，旗帜 明同各 思潮斗争



 

51 
 

到底，传播好党的声 ； 会主义核心价值 ，树 正确的历史 、

民族 、国家 、文化 。 

就抵御 挑战的“ ”。 年党员多处于应急处 、攻坚

实战的基层一 ，必 有未 的思 、挺 出的担当和应变处

的作为。应增强 意 ， 时做好应对各 挑战的准备；提 应

对 力，注 学习新知 、熟悉新 域、开拓新 ，对可 发生的各

挑战心中有数、分 施 、 准拆弹；涵养斗争 ，以初生牛

犊不怕 的 直 挑战，知 、攻坚克 ，在应对 挑战

中 、 世 、壮 。 

提 政治 悟力，做到对“国之大 ”心中有数 

年党员只有不断提 政治 悟力，始 牢 业务工作中有政治，

才 深刻 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 的利益、什么是最 坚定 护的

场，才 始 坚持党的 导不动摇， 彻党的 方 政 不含 。 

树牢真理 ，坚定“ 命理想 于天”的政治信仰。 年党员必

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 学深悟 习 平新时代中国特 会

主义思想，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 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

心怀“国之大 ”，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 什么、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 合 定位，以实 动 初心、担当使命。 

树牢大局 ，涵养“ 物 宜放眼 ”的政治 。是否拥有大局

意 ，是 年党员政治成熟度的 标志。 年党员 怀两个大

局，有大 、大担当、大作为，搞清楚党中央决 的核心 义和

深刻内涵，时刻与党中央保持 度一 ；从事业 步 段就树

念，正确处理局 与全局、个体与整体、当前与 的关 ，明确

定位，干好本 工作。 

树牢人民 ， “ 根原在 众中”的政治 场。 年党员应始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位 ，把小我 入人民的大我之中； 拜人民

为师，从人民的伟大实 中汲取智慧，在一 实 中学习受教，不断

就 硬本 ；把 众切 利益放在 一位，妥善 决 众急 愁盼 ，

以实 动做人民 众的 心人、暖心人、知心人。 

树牢实 ， 就“一切从实 出发”的政治品格。 年党员大多

处于 彻 实党中央决 的“最后一公 ”，各 党 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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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实好，关 在于 否做好“ 合文 ”。 年党员应在吃

党中央 、同党中央保持 度一 前提下，坚持一切从实 出发，真

研、实研 ， 合具体实 创 性开展工作。 

提 政治执 力， 担当新时代的 卷人 

政治执 力是 彻执 党的理 和 方 政 的 力。 年党员

人生发展 期与民族复兴关 期历史性叠合在一 ，只有切实提 政

治执 力，才 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 步的有机 一。 

知 于心。提 政治执 力， 先 始 同以习 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 度一 ，把准干事创业的“方向标”。从政治 位上审

己， 查找差 、校准偏差，把理 上的清 上升为对党的 对忠

；从人民 场上审 己，深刻查找在服务 众方 存在的 ，不

断改 工作方式方法；对标习 平总书 提出的年 干 应提 的“七

力”， 焦短板、 准发力，全 提升 。 

担 于 。 年党员应 极投 新时代中国特 会主义伟大实

，带头 政治、敢担当、 实干，在时代大潮中建功 业；做只争朝

夕的奋 ，以“ 不 ”的 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

的 任感，把个人奋斗 入时代洪流；做敢为人先的创新 ，涵养改

创新思 ，在工作中 极探 、大 创新，不断寻求 决实 的新

方法 径。 

履 于 。 年党员 牢 国、实干兴 的 理，以 子

把党和国家的 决 实到位；加强政治历 ， 政治

，敢于挑最 的担子，涉最 的滩涂，啃最硬的 头，在应对 大挑

战、抵御 大 、克服 大 力、 决 大矛盾中提 政治 力；以

“一 子插到底”的 抓 实，拿出“战”的姿态、“拼”的意 、

“ ”的劲头干工作、 ，不断朝着目标奋勇前 。 

 

（作者：张立杰，西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秦文宇：西安科技大学“三全育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光明日报》  2021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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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 -4 18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选取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党史百年·天天读》栏目中的“重要论述”，集中展现历代党和

国家领导人关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和理论

观点，供学习参考。 

 

一、4 月 12 日 

1939 年 4 月 12 日   

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 处会 ，会 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

报告。发 指出：六中全会决 发展华中的方 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

员，将 两万军 ， 是大的成 ，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敌人准备

大举 攻华北，派大 及大将到华北 大的 攻，将来 势我们 济

将更困 ， 也将 小，地区也将 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

的主 发展方向是华中。 

 1940 年 4 月 12 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 处、中央军委 光、 桓、彭 枫、

刘少奇 电。电报提出对中 派应 取的方 ，指出：国民党当局的政

是推动各中 派向我们斗争，使其两 俱伤，并使我们得 各中 派，

我们于孤 。因此必 取如下方 ：当中 派 于命令向我 攻时，

八 军、新四军应在不妨害 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 一步，求得妥协；

当他们不 一切向我 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应对其一 分 以坚决

打击作为 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只有中 派 变成了坚决的不可

变化的 固派，才 取完全决 政 ，坚决、彻底、干净、全 消灭之，

政 的性 亦是对于其他中 派作 告，使其他中 派有所畏 不

敢 擦。中央军对我 攻时亦 同样 取上 方 。中央军各 官 中

只有一 分军官及政 是 固派，其他多是中 派，也有一 分

步派，决不 把中央军看成 是 固派。 

 1944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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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 北局 干 会 上作关于学习 与时局

的报告。报告传 并 一步发挥了三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会 关于几

个历史 的 ，指出： 次处理历史 ，不应着 于一些个别同

志的 任方 ， 应着 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 的内容，当时

的 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 取慎 态度，

既不含 敷 ，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 应取分析态度，不 否定

一切，尽 免作 对 定或 对否定的 单 。对于四中全会

义会 时期中央的 导 ，也应作两方 的分析：一方 ，应指

出 个时期中央 导机关所 取的政治 略、军事 略和干 政 在其

主 方 是 的；另一方 ，应指出当时犯 的同志在反对 介

石、主张土地 命和 军斗争 些基本 上 ，和我们之 是没有争

的。即在 略方 也 分析。报告 提出：为了争取新的 利，

在干 中 提倡放下包 和开动机器。所 放下包 ，就是

上的 多 担。所 开动机器，就是 善于使用思想器官。 报告对

全党的团 和巩固 了 作用。 报告和毛泽东五月二十日在中央

党校 一 的报告合并整理成《学习和时局》一文，于同年七月发 各

地，后收入《毛泽东 》 三卷。 

1980 年 4 月 12 日   

小平在会 比亚总 卡 时提出，对什么叫 会主义的

也 放思想。指出：新中国三十年来，不 农业方 、工业方 ，

是其他方 ， 建 了 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是一个根本的 是，

我们 了时 ，生产力的发展太慢。任何 命 是扫 生产力发展的

碍。 会主义总 比 本主义优 。 会主义国家应 使 济发展得

比 快，人民生活 渐好 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 一

方 我们 了几次曲折。 克思主义历来 为， 会主义 优于 本

主义，它的生产发展 度应 于 本主义。 济发展对我们来 是一

个新的 ， 付学 。现在我们正在摸 比 快的发展 ，我们相

信 方 是有希望的。不 放思想不 ，甚 于包括什么叫 会主义

个 也 放思想。 济 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 叫 会主义，人民

生活 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 叫 会主义。在 到中国的对外政

时 ：我们的现 政 基本上 是 循毛主席制定的政 ，可以 是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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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 目。在对外政 方 ，我们 是坚持毛主席制定

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 。当然在处理复杂的国 时，每个时期有每

个时期的具体 。改善同 国的关 、同欧洲的关 、同日本的关 ，

就是根据 个思想。我们总 了我们的 ， 到不发展同发 国家

之 的关 ，我们 济的发展 度不可 太快。 个 的一 分收入

《 小平文 》 二卷，为《 会主义 先 发展生产力》的 二 分。 

 1987 年 4 月 12 日   

小平在会 冈比亚总 瓦拉时， 到中国的改 开放政 指

出：我们取得成功的 是政 对头，即实 改 开放政 。我们

一步是 改 和开放， 二步也是 改 和开放， 三步更 改

和开放。 个政 几十年不变。现在世界上有人 中国后 了， 改

变政 了， 是乱猜疑，不了 中国的情况。 变，人民不会 成，

人民意志的事， 对不会成功。在整个改 开放 中，有时放得多

些，有时 收得多些， 是很正常的。看到我们在某一 域 收一下，

就 我们改变政 了， 是一 。在 到包括中国在内的 三世界

的作用时 ： 三世界是 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和支柱。 三世界 ，

但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不 小看 己。中国是真正的 三世界。

我们在为 三世界的发展做一些 ，对整个 三世界有益， 也是我

们的义务。在国 本垄断整个世界的情况下， 三世界发展 来不容

易， 打入国 市场很不容易。 

 

二、4 月 13 日 

1943 年 4 月 13 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 由他 的《中央关于

开展整 动的指 （ 案）》 一号、 二号（关于 导方法）、

三号（关于克服 由主义）。毛泽东指出：党内与党外的 由主义是

有区别的，在国民党 治区域 产 的 由主义是 步的。思想 由

与 由主义应有区别，党内有思想 由，但不 有 由主义。 场上的

坚定性与 略上的灵活性 有区别。党内斗争也应有 略， 去反张国

焘 的斗争是模 的。会 决定以上三个指 照毛泽东提出的 案修

改 。其中 三号指 指出： 抗日 一战 成 以来，党内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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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主义倾向。 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 的不 倾向，在

整 中必 克服此 倾向，才 到彻底整 之目的。整 是一个伟大

的党的思想斗争，实 此 斗争的武器就是 我批 。指 了开展

我批 的意义。 

 1950 年 4 月 13 日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七次会 上 。 指出：我们

国家的 政情况已开始好 。但整个 政 济情况的根本好 有三

个条件，即：土地改 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 整和国家军政 用

的大 减。 些应当争取 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时就可

以出现根本的好 。今后几个月内政府 导机关的工作 点，应当

放在 整公 企业与 企业以及公 企业各个 的相互关 方 ，

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共同 》的 定，在 围、原料供 、

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 备、 政政 、 政 方 ， 剂各

会 济成分在国 济 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 充分



 

57 
 

心是把基础打好，然后干哪一 。建 业 定 大发展。 、建

是我们的支柱。我们现在的 构是工农业技术 后的 构，现代化以

后， 个 构 定就不 了，构成比例 定 变化。生产率提 了，就

着我们改变 构的比例，实 上是农业工业化了。 

 1980 年 4 月 13 日   

小平在会 法国医学代 团时 ：大概在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医

学已开始发 来，春 时代有扁 ，三国时代有华佗。中国传 医学

是个宝库，但没有充分发掘出来， 且在 学整理方 也 做得不够，

欢 法国医学家同中国同 一 来做好 工作。 

 1993 年 4 月 13 日  

江泽民在海南省建省办特区五周年庆 大会上 。指出： 济特

区 加快建 会主义市场 济体制和 机制。 借 外国发展市

场 济的好 和国 做法， 合我国的国情和特区的实 ，有所

创 ，有所发展，以显 出中国 济特区的特 、优势和 格。今后特

区的发展 依 健全的市场机制和 好的企业 ，来参与国 济的

争与合作。在 方 特区的改 点应 更 一些，步子应 更大一

些，并为全国的改 和建 创 出更多的好 。  

 

三、4 月 14 日 

1981 年 4 月 14 日   

小平在会 日中友好 员 盟 华团时， 到中国的发展目标

：中国的情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好 来了，把思想 、政治

、 确 来了，正在坚定不 地奔向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在本世 末我们 定不 到日本、

欧洲、 国和 三世界中有些发 国家的水平。一九七九年我 大平

相 到，在本世 末，我们只 到一个小康 会，日子可以 。

我们的努力， 想十年 一番，两个十年 两番，就是 到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一千 元。 一时期的摸 ，看来 到一千 元也不容易，

比如 八百、九百，就 八百，也 是一个小康生活了。特别是前一个

时期，我们的 子有点热，对 己的估 不很切合实 ，大的 目搞得

太多，基本建 战 太 ， 果就出现 了。尽 出现了 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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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没有放弃，只是我们吸取和总 了 教 ，更加 力

了。想快， 个意图是好的，但欲 则不 ， 是中国的古 。步子

妥一些，也 度更快一些。中国现在的形势是安定的、团 的。主

现在两个方 ：一个方 是农村情况好，中国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

只 农村情况好，整个国家就可以基本安定；另一个方 是在 济 整

中，我们向关停并 企业的 工交代政 ，信任他们，没有出现什么事

情。 

 1993 年 4 月 14 日  

江泽民在 察海南大学时指出：一个人 学点东 很不容易，是

下功夫的。知 是 的， 点点滴滴的 ，必 是 年 月，

常地用功。 年人有个好处，就是思想 放，接受新知 新事物快，

应 成为你们努力学习的动力。 年人最怕的是学业 废，志大才疏。

古人曰：“国家兴亡，匹夫有 。”现在我们 振兴中华，建 会主义

现代化的 国， 的是什么？ 的是大家 有知 ， 有本事。今后世

界的 争，最主 的就是知 力 的 争。国家为你们创 了很好的学

习条件，大家 好好珍惜，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举

世瞩目的现代化强国，只 全民族不断增 才干，提 本 ，共同奋

斗。 就 求每个人从学生时代 必 发愤学习，求知不懈。如果 了

大学，不好好念书， 度光 ， 就有 国和人民的期望，对 己的

未来也是极不 的，总有一天会 悔 及。世界的知 是浩瀚的。作

为一个大学生，既 有书本知 、理 知 ，又 有基本的实 知 。

同时， 有 好的 德情操。在 济特区的环境下，更 注意养成

奋斗的作 。 年人 广 ，知 尽 扩大一些。一个人不

是学什么专业的，总 懂一点文学知 ，有一点 术 养。 对于丰

富 己的思想和生活，提 己的审 力有好处。学，然后知不 ；

三人 ，必有我师焉；学 不思则 ，思 不学则殆。古人 的 些 ，

是很有 理的。不 成天想 不学， 就不好了。 

 

四、4 月 15 日 

1932 年 4 月 15 日   

中华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 毛泽东 的《对日战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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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指出：中华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

导全中国工农 军和广大 压 民众，以民族 命战争， 日本帝

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 放

和独 。我们号召白 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

民众 己 来， 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 的武器来武

己，直接对日作战，成 指挥 一 动的各地 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

兵士 暴动 来，打倒反动军官， 动对日作战，成 工农 军。 

 1944 年 4 月 15 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 处会 ， 国共关 和林伯渠去

庆 判 。周恩来发 指出：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 取政治斗争，

我们的方 ，照毛主席估 的，目前 是求和 。毛泽东指出： 次总

的态度是不卑不亢， 我们想 求和 ， 求抗战到底，团 到底，

不 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 求与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感 我们

威 他们。对中 派主 是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盟。对 、 主

是宣传抗战， 求 、 派人常 甘宁 区。二十九日，林伯渠 开

延安 庆与国民党 判。 

 1947 年 4 月 15 日   

关于 北战场的作战方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 彭德怀、

习仲勋电。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 已相当困

，尚未极 困 。目前敌之方 是不 疲劳 ，将我军主力 到

河以东，然后封 德、 ，分兵“清剿”。我之方 是 去办法，

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 到十分疲劳

和十分 之 度，然后寻机歼击之。 办法叫“ ”战术，将敌

得 疲力 ，然后消灭之。 封电报收入《毛泽东 》 四卷。 

 1954 年 4 月 15 日   

毛泽东审 《中国人民 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案）》，将 四条

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 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 的保

”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 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

命 。” 

 1985 年 4 月 15 日   

小平会 坦桑尼亚副总 姆 尼时， 到什么是 会主义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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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会主义 指出：我们建 的 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 坚

持。现在我们搞 济改 ，仍然 坚持 会主义 ，坚持共产主义的

大理想，年 一代尤其 懂得 一点。但 是什么是 会主义，如

何建 会主义。我们的 教 有 多条，最 的一条，就是 搞

清楚 个 。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 发展生产力。 会主义的

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步提 人民的物 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

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 二十年的 告 我们： 不是 会主义，

会主义 消灭 。不发展生产力，不提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 是

合 会主义 求的。在总 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一 列新的政 。就国内政 ，最 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

展民主，一条是 济上 改 ，同时相应地 会其他 域的改 。

实现 济发展接 发 国家水平的目标，就 尊 会 济发展

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 意

义，任何一个国家 发展，孤 来， 关 守是不可 的，不加强国

交往，不引 发 国家的先 、先 学技术和 ，是不可

的。对内开放就是改 。改 是全 的改 ，不仅 济、政治， 包括

技、教 各 各业。改 先是从农村做 的。因为中国人口的百

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 决 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 ， 会就不

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 济活动，不 建 在百分之

八十的人口 困的基础上。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

的事。 场改 不仅影响中国， 且会影响世界。二十年的历史教

告 我们一条最 的原则：搞 会主义一定 循 克思主义的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

一切从实 出发。 的主 分以《政治上发展民主， 济上实

改 》为 ，收入《 小平文 》 三卷。 

1987 年 4 月 15 日  

小平在会 坦桑尼亚前总 、南方委员会主席尼 尔时， 到南

北关 ：目前世界上带全局性的 有两个：一个是战争与和平

，一个是南北 。人 发展，不 决南北 不 。现在的

势是富的 来 富， 的 来 。发展中国家不摆 困，发 国家

发展也会 到 碍。 决的办法是南南之 发展合作，加强南北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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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南方国家 己发展的基础上， 对 才比 容易。  

 

五、4 月 16 日 

1943 年 4 月 16 日   

朱德在《 放日报》发 《 命军 理的原则》一文。文 分析

了 命军 得以巩固的原因，指出： 命军 力 之巩固，是建

在 的 命 律上， 律的基础在于：全体军人对于 命、对于

抗战建国事业抱有无 的忠 与 我牺牲 。在军内，上下一 ，相

互爱护，服从命令，万众一心；在军外，军民一心， 对服从党的 导，

守政府法令，爱护民众。此外，指挥员指挥正确，关心 下，甘 共

尝，以 作则，因 得 下爱戴， 挥之 汤 火在所不 。指挥员

对 下的关心， 先应在政治上注意。其次，工作上关心，最后，是在

物 生活上关心。文 强 ：我们 命的目的既然在于建 新中国，因

此，我们 命的军 就应 学会建 。 文 收入《朱德 》。 

 1949 年 4 月 16 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 总前委及有关 人电。电报指出：

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十五日夜提交张治中代 团，今日上午

南京 。南京是否同意 字，将取决于 国政府及 介石的态度。如

果他们愿意，则可 于二十日 字，否则 判将破 。你们的 点应

放在 判破 ，用战斗方法渡江上 ，并保 于二十二日一举渡江成功。

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 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

字。当日晚，人民 放军发 渡江战役。 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 》

五卷。 

 1952 年 4 月 16 日、17 日   

毛泽东审 修改政务 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惩治 污条例 案的 明 。 毛泽东、刘少奇 修改的 明

指出：三反和五反 动，是为着清洗旧 会 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

的 众 动。 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中一 分完全 法乱 的大 污犯

和工商界中一 分完全 法的大盗 犯以外， 斗争仍是人民民主

一战 内 ， 取 众 动和批 我批 的方式，用《共同 》的

原则改 会上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坏作 的斗争。 三反和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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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我国的人民民主 一战 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极大地巩固了， 政和

济两方 的情况是极大地改善了，知 分子的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旧思

想也 得改 了，或 正在改 中。 

1982 年 4 月 16 日  

小平在会 尼亚共产党总书 、 尼亚总 奥塞斯库时

：我们正在制定“六五” 划。我们 求 划工作 做得扎扎实实，没

有水分。不然，就会 成弄 作假的坏 气。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

为九十年代做好准备，力争在九十年代有一个 快 好的发展 度。在

到中 关 时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 ， 对他 我们的

拒 外，对其他的 我们 注意到了。我们的 场在外交 发 人

的 了。我们 实 动。同时， 奥塞斯库 到勃列日

涅夫时带 ：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 富汗事情上做 也

可以，从中 界或 古撤出他的军 也可以。先从一两件事做 。没

有 样的 动，我们不 成，世界上的人 不会 成。在 到党与党的

关 时指出：每个党有权 己决定 己的 ， 决 己的 。我们

现在 取向前看的态度， 去的事一 吹。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

的战略对中国 样的大国是合 的，使中国 命取得了 利。但对一个

小国，即使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一定合 ，更不用 对发 国家了。

欧洲 欧洲人最了 ，不 别人指手画 。人家犯了 ， 人家

己去改正。在所有 上，意 完全一 是不存在的，即使意 完全

一 ， 的方式和 度也会不同。 

 

六、4 月 17 日 

1931 年 4 月 17 日、18 日   

毛泽东出席在宁 县 塘召开的中共 区中央局扩大会 。在

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 时，出现严 的意 分歧。毛泽东在发 中

既不 成 军主力 到根据地以外的作战主张，也不 成分兵 敌的

主张， 为应当 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 敌深入，依

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 中兵力。发 在分析了

敌我形势后指出： 二次“围剿”的敌军 多，但均 介石嫡 ，各军

之 矛盾 ，指挥不 一，地形不熟悉，供 困 ，官兵恐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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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作战。 军则打了 仗，士气旺盛，官兵一 ，准备充分，地形熟悉。

根据地 众仇恨敌人，拥护 军， 极 合 军消灭敌军。因此，

军打破敌军 次“围剿”的条件比 一次反“围剿”好， 利的把握更大。

毛泽东的意 得到多数与会 的 同。在 怎样打的 时，会

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 。十九日，毛泽东、朱德 发 碎

国民党军 二次“围剿”的作战命令。命令 ：目前中国 军应以最

度的坚决 中力 ， 合 众武 打破敌军围攻，争取 二次 攻的

利，建 巩固的 埃政权，并向外发展。 

1947 年 4 月 17 日   

毛泽东在修改新华 《战局的 折点—— 军一三五旅

歼》时，加写两段 指出：可以 ，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 军将

由攻势 变成为守势，人民 放军将由守势 变成为攻势。历史事变的

发展 现得如此出人意外， 介石占 延安将标志着 介石的灭亡，人

民 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 利。 

 1985 年 4 月 17 日   

小平在会 比利时 相 尔滕斯时指出：中国很 ，但我们可以

不 任何内外因 建 己的独 外交政 。所以在此基础上，中

国和欧洲可以相互 合，相互协 ，相互帮助。我们把欧洲的发展当作

和平力 的发展，制 战争力 的发展，也希望欧洲把中国的发展看作

和平力 的发展，制 战争力 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主 己，但也

朋友。为什么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 ，就是为了 得朋友，加

我们的发展。 不单是中国 的 ，我们不仅是从中国 利益的

度 ，也是从国 战略和 护世界和平的 度 。 

 

七、4 月 18 日 

1931 年 4 月 18 日 

中共 区中央局召 扩大会 ， 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

略方 。毛泽东在发 中分析敌我形势指出： 二次“围剿”的敌军 多，

但均 介石嫡 ，各军 之 矛盾 ，指挥不 一，地形不熟悉，

供 困 ，官兵恐惧同 军作战。 军则打了 仗，士气旺盛，官兵一

，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 众仇恨敌人，拥护 军，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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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军消灭敌军。因此， 军打破敌军 次“围剿”的条件比 一次反“围

剿”好， 利的把握更大。毛泽东关于留在中央 区打的意 ，得到多

数与会 的 同。朱德 为， 然国民党军 的兵力比 军多好几倍，

但是，只 实 “ 敌深入”的战略方 ， 导人民 众，利用对方的弱

点， 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敌人 二次“围剿”是完全可 的。

在 怎样打的 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主 的是择敌人弱点打

破，打 光 、 廷 没有 对 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 ，因

为 敌人既弱且地势 众 好。会 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

的作战方 ，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王 、公 两师。在会上，中央

江局军事 人周以栗批判了“山沟沟 没有 克思主义”的 看

法， 为毛泽东 从实 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 命根据

地，指挥 军打 仗，就是实 的 克思主义！ 

1939 年 4 月 18 日—19 日 

周恩来在湖南 山为 南游击干 班作《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

略 》的 演。 演强 ：我们抗战的政 是：持久抗战；全 战争

（全民战争）；争取主动，即 力更生，主动外交。在此政 下的战略

方 是：持久战，击破敌人的 战 决、 和 ；消 战，击破敌人

的争取优势、争取上着。但持久战不是拖下去， 是打下去。消 战不

是 己乱拼， 是消 敌人。 

1949 年 4 月 18 日 

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 上 ， 毛泽东提出的四 八方政

。 指出：天津是完整地接收了，当前任务是如何改 、 理与发

展 一城市。主 工作是在生产方 。 由 产 不是斗争对 ，一

的是团 的对 ，争取的对 。对 产 也有斗争，但 点在团 ，

如果把它当作斗争对 ， 就犯 的 ，天津干 在思想上 不清

楚 一点。甚 在相当 的时期内， 个 点 不会变。因此，公 兼

、劳 两利政 必 确切执 ， 是我们的战略任务中很 的 成

分。毛主席 ，我们 全 ， 照 四 八方。四 就是

公 关 、劳 关 、城乡关 、内外关 ；八方就是城乡关 的城乡

两方，内外关 的内外两方，公 关 的公 两方，劳 关 的劳 两

方。 四 八方 照 到，才叫全 照 。我们一定 熟悉 本家。



 

65 
 

我们党员不熟悉 本家，怎 代 无产 ？ 

1953 年 4 月 18 日  

朱德 信中共中央，建 成 农业 。信中指出：目前农村

很不活 ，对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我 为急 专业的农业 ，

以加强对整个农村 的 导工作，从 建 广大的健全的农村

，使农村 济加 地 和活 来。农业 成 后，可以 到以

下几个方 的作用：（一）正确掌握农业 款；（二）大力支持农业生

产合作 ，使合作 在 大的 上有所依 ；（三）吸收农村的

流动 ，活 农村借 关 。 

1955 年 4 月 18 日 

周恩来率 中国政府代 团出席在印度尼 亚万 召开的亚 会

。十九日上午，他在会 书 发 中提出：争取完全独 是我们大多

数亚 国家和人民 期奋斗的目标。大多数亚 国家，包括中国在内，

由于殖民主义的 期 治， 济上 很 后。因此，我们不仅 求政治

上的独 ，同时 求 济上的独 。我们 切地 一个和平的国

环境，来发展我国独 主的 济。下午，他作 充发 ， 一步指出：

“我们的会 应 求同 存异。”在亚 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

和 会制度的，但 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 。五 原则完全可以成为

在我们中 建 友好合作和亲善睦 关 的基础。 

在二十三日各国代 团团 会 上，周恩来 一步提出：目前世界

形势的确是 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 望。我们彼此应 撇开不同的思

想意 ，不同的国家制度和国 义务，在亚 地区 国 合作，求得

体和平。同日，他 发 声明指出：中国同 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

人民不 同 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 国政府坐下来 判， 和

东 张局势，特别是和 台湾地区的 张局势 。 一声明在国

上引 强烈反响，为八月一日开始的中 大使 判开 了 。 

1987 年 4 月 18 日 

小平会 刚果总 、 洲 一 执 主席 时， 到中国建

具有中国特 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 根据

己的实 来制定政 。我们一切从实 出发，根据中国的实 提出建

具有中国特 会主义的方 。外国的东 只 借 ，不 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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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搞 免失 ， 不 ，总 ， 己 正 。 就 引导 己

不断前 ， 步发展。我们 常强 两条：一条是坚持 会主义 ；

一条是坚持建 具有中国特 的 会主义。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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