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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调查寻乌调查：：留下留下““深入深入、、唯实唯实””烙印烙印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刘旭
□ 彭世民 徐炜萌
□ 赣南师范大学学生 曾宴晨

地处江西东南端的寻乌是一座颇为灵秀的
小城，境内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90多
年前，毛泽东在这里开展了一次著名的社会调
查，写出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
伴随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寻乌也从此烙印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中。

带着两个“为什么”，探寻
寻乌调查历史

毛泽东为什么作寻乌调查，为什么选择
寻乌作调查？1月28日，中国妇女报·中国妇
女网记者一行走进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
探寻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经过。透过时间的
重重帷幔，昨日的历史仿佛又展现在眼前。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
从井冈山下山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
地。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内原有的某些

“左”倾情绪又有了新的抬头，他们离开实际
调查，迷信本本去指挥工作，对中间阶级的策
略始终模糊，有时甚至对农民和城市下层小
资产者以外的部分社会成分执行了一些过

“左”的政策和策略。
“为及时解决这些问题，防止出现机会主

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很希望能找到
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解剖一下城市商业
的内幕。”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负责人侯爱
萍如此解答为什么作寻乌调查的问题。

关于为什么选择寻乌作调查？据侯爱萍
介绍，寻乌位于赣粤闽三省交界处，是江西赣
州和广东梅县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因此，这
里就成了赣南革命根据地商品流通的咽喉。
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寻乌，
在分析了寻乌的情况后，认为有计划地帮助
寻乌红色区域的党和群众去组织政权、建立
武装、分配土地，把全县赤化了的红色区域扩
展到邻近各县，对巩固和发展赣南、闽西革命
根据地，沟通和推进三省红色区域有着重要
的战略意义。 (下转4版)

□ 赣南师范大学学生 曾宴晨

站在91年前毛泽东进行社会调查
的地方，我一直在想：在这91年漫长的
岁月里，是什么可以让寻乌调查永放光
芒？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又该如何守护
这份红色记忆？

从历史中走来。通过寻乌调查，毛
泽东写下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
义》两篇光辉著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
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
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中
国共产党怎么来领导中国？离不开调查
研究，离不开对国情的了解。(下转2版)

在当地
的纪念馆，
记录着寻乌
调查的那段
历史。
彭世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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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通电话 □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

总书记和乡亲们的脱贫故事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伟大事业薪火相传伟大事业薪火相传
红色记忆永不褪色红色记忆永不褪色

本报推出《百名女大学生讲述百个党史
故事》主题报道引发热烈反响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张明芳 发自北京 2021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了让红色文化从符号、理念变成一个个鲜活
生动的光辉形象，深刻反映党的伟大精神的历史轨迹和现实力量，中
国妇女报社自1月19日起，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暨《百名
女大学生讲述百个党史故事》大型全媒体主题报道，通过精心策划、
特别制作全媒体产品，全平台推送，为党的百年大庆记载伟业、展示
辉煌。主题报道一经推出，在广大网友中引发热烈反响，各地妇联积
极转载。

此次报道中，中国妇女报社派出52路记者赴全国各地，围绕重
大革命历史事件、革命精神、革命文物等主题，回访重要党史遗迹，立
足女报视角，深入挖掘整理蕴藏其中感染人、教育人、鼓舞人的红色
故事。值得一提的是，主题报道中，特别邀请各地高校100名女大学
生，以全媒体形式讲述百个党史故事，发出新时代青年的铮铮誓言和
对党的无限热爱。

报道推出后，引发网友及高校女大学生的热烈反响。网友纷纷留
言表示，“伟大事业薪火相传，红色记忆永不褪色”“牢记历史，致敬先
烈，吾辈自强”“我们今日之青年，应把小我融入大我，青春奉献祖国”。

截至2月22日，该栏目已经在报纸刊发稿件21篇，预计还将继
续刊发79篇。栏目在中国妇女网、微信、微博、学习强国、抖音等平
台同步推出，网友纷纷点赞、转发，全网阅读量超300万。

勇 攀 科 技 高 峰 服 务 国 家 发 展 大 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2日上
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
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
月工程成果展览，充分肯定探月工程特别是
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成就。他强调，要弘扬
探月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技
高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印开启
星际探测新征程，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
新发展，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烈。上午
10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步入会
场，向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挥手致意，全场响起
经久不息的掌声。习近平同孙家栋、栾恩杰等

亲切交流，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听取有关
月球样品、工程建设、技术转化、科学成果、国
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绍。习近平不
时驻足察看，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圆满
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
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设征程中
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17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
建设的全体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
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断攀
登新的科技高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探索
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要推动实施好
探月工程四期，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

新征程。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
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划，再接再厉，
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
创新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福
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黄坤明、王
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员，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任务保障
部门代表等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科
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工程自立项
以来圆满完成六次探测任务。嫦娥五号任务
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
统工程，于2020年12月17日首次实现我国地
外天体采样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
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要推动实施好探月工程四期，一
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
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划，再接再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学、空间
技术、空间应用创新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
圆满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
航天强国建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2月2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
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这是习近平等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
人员代表。 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2月2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
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这是习近平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王汉超

一个奇迹，令世人瞩目。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8年后，全部脱贫。
占世界近1/5人口的大国，彻底摆脱绝对贫困，是人类减

贫史所未见。这个大事件，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发生于中
国。

泱泱大国，治国理政千头万绪。在轻重缓急间传递着党的
初心、国家的温度。山脚下直通省城的路、搬出土坯房的家、家
门口就能读书的课堂，人们从点点滴滴的变化中，读懂中国。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
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习近平总书记和乡亲们的脱贫故事，是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中国人民的故事，中国的故事。

情怀：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2015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高朋满座，各国

嘉宾汇聚一堂。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
发表主旨演讲。 （下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