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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首次提到“伟大建党精神”，如何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
重大意义、内涵以及贯彻落实的要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
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
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
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在王毅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华诞首次提出“伟
大建党精神”，同时明确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
神之源，具有重大意义。在我们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过程中，伟大
建党精神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

王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建党精神阐述了四个方
面的内涵，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系统理解和把
握：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其

他政党，就在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马克思主义清
楚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规律，为我们达到更美好的社
会形态提供了一套可行的原则和方法，为我们进行社会建设、
改造世界提供了一套非常好的方法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
择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地坚持、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因为马
克思主义行。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从大历史角度来看，当初为什
么建立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中国上下求索改变落后局面，救亡
图存，使中国人民大翻身、大解放的迫切需求密切相关，也就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建立中国共产
党之初，共产党人就怀揣着这样的初心和使命，经历挫折和苦
难，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革命年代，不怕牺牲，勇于
斗争，最典型的就是不怕死。在生死抉择，在是否坚守马克思
主义信仰，在是否为党的利益付出一切的时刻，很多党员都牺
牲了。近日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陈乔年在网民中
引起极大的反响，他们一个26岁，一个29岁，那么年轻，为了
初心和使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建设年代，不怕牺
牲、英勇斗争，生死考验不那么明显，但是在关键时刻，共产党

员绝对是身先士卒、挺身而出。在新时代，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员不怕牺牲、勇于斗争的精神，冲在最
前面的就是共产党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会面
临很多挑战、很多斗争、很多矛盾、很多冲突，共产党人还会继
续发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勇往直前。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
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
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
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
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每一位
共产党员应具备的政治品格，也是巩固党的执政之基的重要
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
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
承下去、发扬光大！

王毅认为，在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过程中，要加强理
论学习，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弄通、做实，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伟大建党精神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
——专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毅

百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恰是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
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
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读懂中国共产党，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今日起，本报推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系列专版主题报道，回溯这些宝
贵精神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展现今日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精神风貌，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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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女红军

6月3日，党员在全新开馆的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重温入党誓词。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

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
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
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
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在我们党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伟大建党精神是融入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里的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鲜明体现，指引我们一路
向前，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力。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

状况。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东方被压迫民族送
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1年7月23日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石库门建筑里
开幕，几日后，在由此往西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嘉兴南湖的
红船上完成最后议程。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
这个目标。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
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中共一大历史上，有一位幕后英雄——一大代表李达
的夫人王会悟。会场安排、代表住处都由她办理。在嘉兴南
湖，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却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
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王会悟晚年回忆
道。

中共一大的召开当时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但
是，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诞生的？是通
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产生的。这就是
当时的世界大势。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出来，走在
了时代前列，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
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共产
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
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基础上的。

1930年新年，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这封信
提出在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该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
路，充满了悲观情绪。

1930年1月5日晚上，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即后来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在信中对“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
来”这样描述，“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
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
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
婴儿”。

对真理和理想的坚定信念，使得共产党人紧紧团结战斗
在井冈山红旗下，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遵义会议会址，如今已成为贵州旅游的网红打卡点。二
层小楼保留了当年遵义会议的原貌。这次会议坚持真理，修
正错误，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革命理想高于天。党在延安十三年，延安成为革命圣地，
当时很多热血青年心向往之，“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
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艰苦卓绝的斗争
凝聚成宝贵的延安精神。

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
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
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
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
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2012年，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指
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
梦想。这也是激励共产党人持续努力奋斗的动力源泉。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

强，根本原因是始终坚持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同
志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
艰苦。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成为无数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人
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1962年灾情最严重
的时候，来到兰考。他带领县委抓住治沙这一关键环节，最终
形成以种植速生泡桐林来治理风沙、内涝和盐碱等“三害”的
方案。他积劳成疾，在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顶着
肝部，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

2015年 1月 9日，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
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颁发获奖证书，紧
握老科学家的手，温暖赤子报国的心。1926年出生的于敏，
坐在轮椅上，谦逊、纯粹。于敏从1961年开始从事氢弹理论
探索，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一员。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一段奋斗历史的升华。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
大会议作出一个决策：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

“两弹一星”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邓稼先
隐姓埋名28年，因受强烈核辐射影响，身患癌症，年仅62岁与
世长辞。1968年12月5日夜，郭永怀在飞机失事的一刹那，
和警卫员紧紧相拥，用胸膛护卫一个公文包完好无损，包内是
涉及中国热核弹头试验的绝密文件……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了
原子弹，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如
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
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递交报告，提
出在蛇口一带设立工业区的设想，得到中央的批准。不久后，
深圳蛇口工业区在轰鸣的开山炮声中诞生了。特区人如拓荒

牛，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奋斗和汗水凝结成的特
区精神成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源泉。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一百年来
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
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由于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
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
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中依然奋起。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革命胜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拱手相让的，

而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
夏明翰身陷牢狱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发出“坚持

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迈誓言。蔡和森与向警予
夫妇也为“主义”而献身，诠释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革命理
想而坚贞不屈的奋斗精神。

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
一名红军牺牲。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
战。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
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烈士鲜血
染红了湘江，在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
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
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
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
草地。伟大的长征精神生动展现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
付出一切牺牲的革命者气概。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停战以后人们在上甘岭随手

铲起的一把土。它重6斤8两，一半都是弹片和子弹头。这把
土，见证了1952年深秋那场历时43天的中美拉锯大战的历
史。美军对我方阵地进行地毯式炮击和轰炸。著名烈士邱少
云，就是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超过19.7万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
生命。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
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达370多万人。

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体
现在献出宝贵的生命。和平年代，生死考验少了，但考验无处
不在，仍然需要筑牢理想信念之魂，不怕牺牲，敢于斗争。

1960年3月，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开赴大庆参加石油
大会战。他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压服井喷。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爱国、
创业、求实、奉献，“铁人”精神成为激励各族人民
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1998年军民同心抗击特大洪水灾害。解放
军女兵郭华在39摄氏度的高温下搬运石头，中暑
倒下。醒来后，指导员让她休息，5分钟后她又加
入抢险行列。郭华被批准入党，成为抗洪部队中
唯一一名火线入党的女兵。

2019年6月17日凌晨，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
化镇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在从百色返回乐
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
贵生命。如今，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一目标实现的背后，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特别是如黄文
秀一样将生命永远定格在脱贫攻坚征程上的
1800多名同志。

新征程上，少不了“娄山关”“腊子口”，我
们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战胜一切风
险挑战。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简短的入党誓词，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庄严承

诺，“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更是深
情的告白。

“对党忠诚”是无数优秀共产党员共同的特
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共同密码。29
岁的江姐对党无限忠诚，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
毫无惧色，“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
志是钢铁铸成的。”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和出发
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
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一百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
都是为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

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等，都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

流传至今的“半条被子”故事就是共产党一心为民的生动
写照。1934年11月，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
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怕徐解秀母子寒冬难熬，她们把自
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
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
姓的人。

雷锋精神已成为永恒。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雷锋以“甘
当螺丝钉”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
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13分钟后，根
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迅速
组成紧急救援队，披荆斩棘，强行突破，直奔抗震救灾第一
线。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迅速开展抗震救灾，谱写
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

以人为本，为了人民，在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及灾后恢
复重建中得到特别充分的体现。2008年5月15日10时40
分，11岁的四川省汶川县映秀小学四年级学生张春梅，被施救
人员抱出废墟。她已在废墟中被困68个小时。“废墟下哪怕
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成为大家共同的心声。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
地。党中央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亲自指
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

2020年1月2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带领军事医学
专家组奔赴武汉，连续奋战113天，和全国人民一同打赢这场
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抗疫战斗中很多“逆行”共产党员的身
影令人敬佩，84岁的钟南山院士、72岁的张伯礼院士……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体现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方方面面。仅用十天就建成两所专门收治新冠肺炎
患者的医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为救治一位新冠肺
炎患者，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辅助支持长达111天，最
终成功……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接续奋斗，要继续
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
去、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