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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旭 姚鹏

“井冈山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一个蕴涵丰
富的巨大精神宝库。”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党总支副书
记、副馆长、研究馆员林道喜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还表示，井冈山精神是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培育的一种伟大革命
精神。这种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光辉，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亲手培育、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中升
华而成的。

艰难而伟大的革命岁月已经逝去，但井冈山精神
是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最好诠释，具有不可磨灭的
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对此，林道喜进行了深入解读。

——井冈山精神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理想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支撑一个民

族奋发向上、追求进步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从成
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
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也就具备了思想
先进、信仰坚定的精神特质。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
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和灵魂
就在于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弘扬井冈山精神，坚定理想信
念，熔铸时代精神，创造新的辉煌。

——井冈山精神与建立创新型国家。创新是一
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新时代我们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井冈山
精神所蕴含的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敢为天下先的
开拓创新精神，正是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动力
源泉。

——井冈山精神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
值追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诠释着共产党人的政治

品质和价值追求。穿越历史的烽烟，这份品质和追求
一以贯之，始终镌刻在鲜红的旗帜上，涌动在共产党人
的血脉中。发扬井冈山精神，就是在我们党的一切工
作中，要坚持以民为本，走群众路线，以人民的根本利
益为最高目标。我们党要植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
之中，就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这一切反映
了井冈山精神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永久的价值，是我们
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保证。

——井冈山精神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大
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发扬井冈山优良革命传统。新
时代的氛围和生活条件与井冈山时期大不相同了，
但坚定的理想信念仍然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广泛的
群众路线仍然是我们的宗旨，无私的奉献精神仍然
是我们的道德规范，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仍然是我
们的传家之宝。

井冈山精神具有不可磨灭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专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党总支副书记、副馆长、研究馆员林道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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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旭 姚鹏

在江西省泰井高速公路连接线进入井冈山的路口处，一
座大型雕塑“井冈红旗”巍然矗立。雕塑高19.27米，跨度27
米，寓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于1927年。如今前往井冈山
的人们往往会在这里驻足，大家也多是从这里开启对中国革
命摇篮井冈山的全新体验。

雄伟壮美的“井冈红旗”雕塑有三层寓意，一是如同一块
屹立不倒的巨石，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井冈山奠基；二是像
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寓意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井冈山燎
原；三是像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矗立在四面环山的平畴之
上，刺向苍穹，昭示中国革命从井冈山走向胜利。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山，瞻仰了井冈山革
命烈士陵园，参观了八角楼革命旧址群。习近平指出，井冈山
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
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
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坚定执着追理想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
定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90多年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
的时刻，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开始创建农村革
命根据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第一次伟大飞
跃。在有些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之际，毛泽东以一位伟大
革命家的胆魄和大无畏精神，在茅坪八角楼写下了《中国的红
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
全面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
和任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述了红色政权能够
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作出
了明确回答，坚定了大家对革命必胜的信心，为中国革命指明
了胜利的方向。

当年，无数的革命者在井冈山播撒着理想的种子，探求中
国革命胜利之路。在两年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有近5
万名革命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平均每天近60人牺牲，他们
为的就是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
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艰难困苦的历史夹缝中走出
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就在于他们具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在井冈山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红军战士写下了“实行马
克思主义！实行共产主义！”的标语，表达自己对信仰信念
的执着。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干部罗冬祥在党团训
练班学习时，在笔记本上抄下了这样的誓言：“不畏难，不怕
死，不爱钱，为主义而牺牲”，表现了井冈山军民革命到底的
坚定信念。当时，红军和群众经常在脖子上系着“红带子”，
这是革命者的一种标记，表明他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红
色政权。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代表着中国革命的先进方
向。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投身到火热的井冈山斗争。

陈毅安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1924年入党，参加秋
收起义后，随毛泽东上井冈山。上山途中，他写信给未婚妻李
志强：“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
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
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陈毅安于1930年8月攻打长沙时不幸
牺牲，他一生共写给李志强54封书信，这些信表达了他对革
命必胜的信心和对妻子坚贞的爱情，是先烈留给后人的宝贵
精神遗产。

伍若兰是湖南耒阳人，湘南起义时与朱德结为夫妻，后来
随部队上了井冈山，任红四军军部的宣传队长。她很有才华，
能写会说，还会打仗，素有“双枪女将”的称号。1929年1月，
她随红四军一起出击赣南，在寻乌为掩护大部队突围而被敌
人逮捕。敌人得知她是朱德的妻子后，对她严刑拷打，软硬兼
施，要她说出朱德的下落及部队的去向。她宁死不屈，斩钉截
铁地说：“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为人民解放而死最光荣。若
要我低头，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最后，敌人将她残
酷杀害，并割下她的头颅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她牺牲时只
有23岁，这是一位为了信仰信念而献身的现代花木兰，她的
鲜血化身为永不凋谢的井冈兰。

实事求是闯新路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现实，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
中国革命具体事件紧密结合，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
思想，提出和发展了“思想建党”“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建党建军思想，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
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实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不唯书、不
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正是井冈山精
神的鲜明特征。

如何把一个以农民出身占多数的党
建设成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
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重大课题，
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在井冈
山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
重要思想。许多先进分子在党旗下庄严
宣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
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党组织迅
速发展壮大，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
展。

从南昌到井冈山，从长征路上到陕
北会师，从敌后抗战到解放战争，从建设
年代到改革开放……人民军队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
重加强革命纪律，并严格执行统一的纪
律规定，这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
著标志。

红军在井冈山严格执行统一的纪律，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制定了“三
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是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
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
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
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
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伟大
的作用。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表《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训令》，从此凝铸成中国人民
解放军铁一般的“第一军规”，成为这支
军队无往不胜的力量源泉。

井冈山时期还首次确立优待俘虏政
策，有效地瓦解了敌军，许多敌军士兵整
排、整连地拖枪投奔红军。1928年秋冬，
湘军阎仲儒部营长毕占云和滇军朱培德
部营长张威各带100多人起义，投向井冈
山，就是最生动的例子。所以红军战士会
说：“红军的标语，每一个口号抵得上敌人
一个军。”

进入1928年以后，随着井冈山根据
地的发展，敌人对井冈山的军事进攻越来
越频繁，红军在频繁的战斗中摸索出了游
击战争的规律，找到了对付敌人的战略战
术。1928年2月，毛泽东亲自指挥了攻
打宁冈新城的战斗，占领宁冈县城，粉碎
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1928年 4月
底，朱毛井冈山会师后，朱毛红军又多次

打退湘赣敌军对井冈山的军事进攻，接连取得黄坳战斗、五斗
江战斗、草市坳战斗、七溪岭战斗的胜利，占领永新县城，粉碎
了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一次“围剿”。

经过这些大小战斗的实践，红军的游击战术进一步丰富，
“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
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
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后来，在井冈山的
游击战争中，这种战术又在战斗中多次运用，经受了战争的进
一步检验，从而成为指导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艰苦奋斗攻难关

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
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渡过重
重难关，以“红米饭、南瓜汤”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井冈山虽然条件艰苦，但官兵一致、上下同心，毛泽东、朱德等
根据地领导人率先垂范、廉洁自律，与大家“有盐同咸、无盐同
淡”，在军民中产生了巨大的正效应。毛泽东的“一根灯芯”

“朱德的扁担”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传颂至今，也是今天进行廉
政教育的生动教材。在井冈山物质生活极其艰苦的时期，红
军战士不但没有怨言，反而作战更加勇敢，思想更加统一，信
念更加坚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
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国民党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频繁军事进攻的同
时，还采取了严密而残酷的经济封锁，割断了根据地与其他地
区之间的一切经济来往，断绝了根据地的各种经济来源，妄图
把红军饿死、冻死、困死在井冈山。

但敌人的封锁并没有让根据地军民屈服。为了解决经济问
题，边区党组织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
量，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缺少药品，医务人员便依靠群众的力量，自己动手，上山
采挖天星子、南天星、金银花、七叶一枝花等草药。缺少医疗
器械，则利用井冈山盛产的竹木，削制竹镊子、竹刮刀、竹药
罐、竹水壶、木盆、骨折护木等。为了补充部队的枪支弹药，
1928年7月在茨坪创办了军械处，一方面维修原有的武器，一
方面制造一些诸如单响枪、鸟铳之类的简易新武器。1927年
底，红军还在宁冈的桃寮办起了第一所被服厂，自己动手解决
部队的军被、军服供应等问题。

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也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但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它却成为最缺乏的物质之一。有时，红军
在打仗时也能缴获到一点食盐，红军除将这些珍贵的食盐留
下一部分作为军需品外，其余都分给了与红军患难与共的边
区群众。一次，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主席李尚发家里
也分到了一小罐食盐，但他却不舍得吃。怕食盐挥发，他用油
纸把这罐食盐包好，小心地埋在屋后菜园子里的梨树下。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李尚发把这罐食盐带在身边，在深
山里坚持斗争。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家人几次提议把这罐食盐
拿出来食用，但李尚发就是不同意，他要守着这罐食盐，等到红
军回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食盐成了最常见不过的东
西，李尚发把这罐食盐取出来，交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这
罐食盐成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军民同命运共患难的历史见证。

依靠群众求胜利

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
展的重要法宝。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造性地开
展群众工作，把“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始终
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
权”的基本原则，把分散的民众转化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
党、红军和群众始终保持着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密切联系，
筑成了一道军民共同对敌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井冈山根据地的迅速创建，与通过土地革命运动得到的
群众支持密不可分。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后，首先进行广泛的
调查研究，了解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他发现，由于地方军阀
和豪绅地主阶级的血腥统治和横征暴敛，边区人民陷入了苦
难的深渊。苛捐杂税之多，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
不及。同时，毛泽东还发现，边区的土地占有情况也极不合
理，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地主掌握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
地。种地的农民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豪绅地主阶级依仗
手中的权势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边区人民的
生活十分悲苦。

毛泽东通过调查掌握到的这些情况，为制定正确的土地
革命政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边区政府开展了插牌分田运
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让农民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
农民发自内心地喊出了“土地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土地革命使得群众的革命热情被大大地激发出来了，他们纷
纷参军参战，送粮送鞋，支援革命战争。

红军与群众能形成亲密无间的关系得益于纪律的保
障。自古以来，纪律严明的军队总是能得到群众的欢迎和支
持，而没有纪律约束的军队终将遭到人民的抛弃。在井冈山
时期，毛泽东就非常注意处理好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对部队
提出严格的纪律要求，在群众中树立了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
和崇高威信。

依靠群众，得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就能取得武装割据的
胜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著名的永新困敌就是一次人民战
争的典范。1928年7月中旬，当时国民党军队有11个团的
兵力集结于永新，准备彻底消灭红军。这时，红军主力已经
开往湘南，留守在永新的只有红四军三十一团。毛泽东和永
新县委一起，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号召永新全县群众紧急行
动起来。永新广大军民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用四面游击的战
术，日夜骚扰、袭击敌人，把敌人弄得惶惶不可终日，只得成
天缩在县城附近不敢妄动一步。敌人偶尔派出小部队活动，
也常常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就这样，红四军三十一团和永新
广大人民群众筑成的铜墙铁壁，把敌人11个团围困在永新
县城周围三十华里内达25天之久，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
上的奇迹。永新困敌充分显示了人民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

发生于1928年8月的黄洋界保卫战，更是人民群众配合
红军以少胜多、勇于胜利的典范。当时湘赣两省敌军乘红军
大队远在湘南欲归未归之际，纠集了4个团兵力，从黄洋界向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攻。红军以不足1个营的兵力，在地方
武装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卫了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

巍巍井冈，群峦叠翠。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著名的革命老区，但也曾是
山高路陡、交通不便的贫瘠山区。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
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井冈山以旅游为支柱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往日的贫瘠
山区变身享誉国内外的旅游新城，老区人民靠吃“旅游饭”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2017年2月，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退出
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红色最红、绿色最绿、脱贫最好。”今日井冈
山，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这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是井冈山因地制宜
探索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新华社记者 万象/摄

航拍的“井冈红旗”雕塑（2016年12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周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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