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1年7月28日 星期三

主编 赵梓涵 见习编辑 高亚菲 制作 佟斌

□ 罗雪梅

经历大革命惨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严酷的
形势下，进行了创建根据地、开展苏维埃革命的伟大斗
争，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
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谱写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的新篇
章。

苏区时期是党建设红色政权的初次尝试期。面对
“白色恐怖”、重兵“围剿”，中国共产党人怀着“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带领苏区军民进行了治党治国
治军的伟大实践。为了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党通过了
宪法大纲、土地法令、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
等，领导军民开展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
方面建设，多次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积累了局部
执政的丰富经验。苏区精神，正是党在建立红色政权、
探索治党治国治军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以毛
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
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寻求中国革命正确

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光荣的苏区
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长征精神的直接
源泉，是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链条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

苏区精神博大精深，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
的光芒。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内涵，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而求真务实、一心为
民、清正廉洁、争创一流，较显著地体现了苏区时期的
原创特色和个性。其中，“一心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
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一
次比较全面地践行和完整地体现是在中央苏区，因为
只有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我们党才能站稳脚跟，才能
开始学习执掌政权。“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正是
苏区精神给予我们的重要经验和规律性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苏
区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时至今日，苏区精神依然具有
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苏区精神彰
显了坚定信念的精神，将为我们进行新长征提供一往
无前的精神动力；苏区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治党执政理

念，能够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
设提供宝贵的经验；苏区精神蕴含着丰厚的革命精神
和人文精神，也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宝
贵的资源。新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
化，赋予了苏区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弘扬苏区精神，依
然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精神
动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苏区精神，我们要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科
学理论武装全党，让真理坚定我们的信仰，不为任何风
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推向前进；要继续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
扬求真务实、争创一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优良传
统；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至上作为根本
价值取向，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新业绩，不断开创新时代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作者系江西省赣州市委党校讲师）

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弘扬伟大的苏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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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鹏 刘旭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杀，继续高
举革命的旗帜，领导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1931年1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宣告成立，谱写了革
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的新篇章，苏区精神正是在苏区
的开辟与发展、反“围剿”斗争和中国共产党苏区局部执政的革
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在苏区的建设过程中，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
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开创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实践中
进行了艰辛探索，苏区精神，也成了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
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
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时，将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概括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
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苏区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
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
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
华，也是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
源”。

坚定信念，是苏区精神的灵魂
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毛泽东同志领

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但是，当
时党内有“左”倾思想的人，仍幻想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
义；而有悲观思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
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
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
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
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
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思想，科学预言中国革命“星星之火”，一定“可以燎
原”。这一论断提出后的1930年至1931年间，中央苏区军民
先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的胜
利，赣西南、闽西两苏区连成一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充分应验了毛泽东这一论断
的英明与正确。

理想信念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也是经受任何
考验的精神支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区军民坚信中国
革命必定胜利，无论是面对敌人的屠刀，还是面对纷飞的炮火，
都能坚定革命立场。方志敏不幸被捕后，宁死不屈，慷慨就
义。瞿秋白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不退缩、决不变节，
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这种如磐的信仰，正是洞悉真理后的从
容笃定，是知信行合一的充分体现。

求真务实，是苏区精神的精髓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赣州市寻乌县所作的

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当时，为了认清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经济
状况，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作了这个调查，为
制订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策略提供了重
要依据。

苏区时期，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一度盛行，给革命事业
带来了惨痛教训。为此，毛泽东不是从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
示出发，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革命道路。他一边开展革命
斗争，一边搞调查研究，在寻乌、兴国、长冈乡、才溪乡等地亲自
开展了一系列农村调查。除了自己亲自动手做调查研究之外，
毛泽东还要求苏区干部和红军官兵注重调查研究，亲自为红军
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制定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大纲，亲自动
手设计各种调查表格，交代调查中准确填写的注意事项。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
想，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指出：“马克思
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
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
义。”进而又提出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
样没有发言权”等经典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形成实事求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毛泽东的影响和指导下，当时的苏区各级党政干部也十
分注重调查研究，这一时期，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红军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战术，以及根据
地党和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建设的正确方针政策，等等，正是通
过调查研究，不断总结苏区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和创造性地提出来的。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
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一心为民，是苏区精神的本质
当年，在瑞金沙洲坝流传着一首民谣，“有女莫嫁沙洲坝，

天旱无水洗头帕”，讲的是沙洲坝干旱缺水，住在沙洲坝的人吃
的是又脏又臭的塘水，容易生病。1933年4月间，毛泽东同志
便住在沙洲坝的村子里。看见乡亲们都在塘里挑又脏又臭的
水做生活用水后，他带着警卫员亲自找水源，带领身边工作人
员和红军战士亲自动手挖井，让沙洲坝的乡亲从此喝上了干净
的井水。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乡亲们给这口井起了个名字叫

“红井”。
红色政权要发展壮大，必须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作为临

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提出了“关心群
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要求，号召党员
干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
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
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在毛泽东的带领和号
召下，苏区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一心为
民，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各项建设事业，关
心群众疾苦，切实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广大
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血肉联系。毛泽东
带领红军战士开挖“红井”，朱德帮助农民
插秧收稻，周恩来、张闻天等帮助红军家属
挑水砍柴……这些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故
事至今还被广为传颂。苏区群众发自内心
地感叹：“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
们想到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在局
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新生的苏维埃政
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
机关，代表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在任何
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苏区的伟
大实践，充分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
的执政理念，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
的初心使命。

清正廉洁，是苏区精神的品格
在江西兴国，流传着一首山歌：“苏区

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闹
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

1934年春，为了克服困难，节约经费，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和中央土地
部副部长胡海等高级领导干部，曾带头不
要公家发伙食费，自己从家中背米到机关
吃。在他们的带动下，家住苏区的本地干
部，都自觉地回家带米带菜吃。这首山歌，
正是苏区干部当年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
真实写照，也表达了苏区人民对苏区干部
好作风发自肺腑的赞颂之情。

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非常注重廉洁
作风建设，严格要求苏区干部养成清廉从
政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
央领导人率先垂范，为苏区的廉政建设作
出了光辉的榜样。这一时期，从中央政府
主席到乡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所有干部，一
律没有薪饷。公家只给他们发伙食费，个
人零用钱全靠每月分给大家的伙食费尾
子。毛泽东到宁都县铲田区调研时，在区
政府住宿一晚，坚持交上食宿费“大洋一元
八角”。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清正廉洁
的好干部好榜样。党的一大代表、临时中
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
部代部长何叔衡，被称为“以身作则的好干
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则被称
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兴国模范县委书

记谢名仁、长冈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昌宝等，也都是勤政爱民、
廉洁奉公的典范。

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干部作风和
反腐倡廉建设，坚持用制度和法纪反腐惩贪，建立了惩防并举，
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党风廉政建设机制。在制度建设方面，
中央苏区制定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和《关于惩治贪污浪
费行为》，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等法规。
在监督方面，中央设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级苏维埃政府设
立工农检察委员会，同时组织突击队、轻骑队，监督苏维埃政府
法令、批示的执行，并通过建立控告局、开展群众评议等方法，
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检举运动。

1934年4月至9月，苏区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对中央政府各
部检查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
府”。通过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党和苏维埃干部赢得了苏
区群众的高度赞誉，也铸就了血浓于水、鱼水相依的党群关系。

艰苦奋斗，是苏区精神的要义
苏区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

区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异常艰难，面对严峻形势，苏
区党员干部发挥艰苦奋斗的品格，克服重重困难，坚持革命斗
争。毛泽东带头节衣缩食。为了支援前线，他每天改吃两餐，
节约一餐口粮送红军。按规定中央政府主席可点3根灯芯，但
他只点一根灯芯。

1934年春，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日益激烈，苏区的
财政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为全力支援反“围剿”战争，1934年3
月1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红色中华》报发出“为四个月节
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中央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率先响
应，在给《红色中华》报的信中提出：（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
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
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节约每个
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成为苏区军民的自觉行动。中央红
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的同志，斗争环境和斗
争生活更为艰苦，红军游击队被长期围困在深山老林里，昼伏
夜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生活极其困难。国民党军“清剿”
后，严密控制群众带粮食和油盐上山，红军游击队只好以野果、
野菜、草根充饥。但是艰苦难不倒共产党人，难不倒苏区军民，
不管多么艰苦，苏区军民的革命意志不仅摧不垮，反而磨炼得
更加坚强。

艰苦奋斗是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没有艰苦奋斗的作
风，没有坚韧不拔的韧劲，就不可能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和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艰苦奋斗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意义
重大，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将成为我们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前
进的力量源泉。

争创一流，是苏区精神的特质
苏区时期，广大苏区干部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苏

区军民克服重重困难，以蓬勃的革命热情、昂扬的革命斗志，在
苏区建设各个方面争创“第一等工作”，从而凝聚形成了“争创
一流”的精神特质，载入了苏区的光辉历史。

在“争创一流”的过程中，当时的苏区涌现出了许多各方面
成绩优异的模范县、乡，兴国模范县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1931年12月至1933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省苏维
埃政府机关设在兴国县城，兴国县的各项工作得到省委、省苏
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兴国县的广大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
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使全县各方面的工作都走在全苏区前

列。当时，兴国县的优秀工作主要体现在“十模范”上，包括：扩
大红军的模范、支前参战的模范、慰劳红军的模范、优待红属的
模范、推销公债的模范、粮食动员的模范、合作社运动的模范、
节省运动的模范、文化教育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成为苏区
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典范。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
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题写“模范兴
国”四个字，赠送给兴国的同志们，予以褒奖。

在“争创一流”的过程中，苏区的党员干部处处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自觉为群众作出表率。1934年春、夏间，为了带动群众
参加红军，于都、瑞金等县不少区、乡的全体党员、干部，都集体
报名参加红军。在兴国县，各级党政干部创造了党员干部“十
带头”的做法——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
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
头，优待红属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在党员干部
的带动下，苏区各地形成了争创一流、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苏区的“争创一流”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蓬勃的
革命热情、昂扬的革命斗志，对苏区各方面的工作起到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面对新的历史使命，我们仍
然需要激扬这种奋发向上、争创一流的气魄和干劲。

无私奉献，是苏区精神的内核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张1934

年5月30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的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在该报的第三版，刊登了一篇《八弟兄一齐报名当红军》的新
闻——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农民杨荣显，在中央
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积极响应中央“扩大红军一百万”
号召，先后将8个儿子送去参军上前线，后来都壮烈牺牲在
反“围剿”战场上。

“八子参军”是当年赣南苏区儿女扩红参军的一个典型代
表。由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换得
了苏区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中央苏区当时脱产的红军部队、
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小学教师，约20万人，平均每20名农民就要
供养1名脱产人员，还要保障数额巨大的军需开支，苏区人民负
担之重可想而知。但是，苏区人民为了革命，为了苏维埃事业，
毫不迟疑地承担了这一切，把自己的最后一把米、最后一尺布、
最后一双鞋，全都奉献出来，支援红军、支援革命，真正体现了

“一切为了苏维埃”。
在“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下，苏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

众积极起来为保卫红色政权进行顽强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
泣的动人事迹。兴国县高兴乡邱会培一家“满门忠烈”，全家12
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兴国籍革命烈士李美群带头动员新婚
不久的丈夫参加红军。生下女儿后不久，又毅然将未满月的女
儿托付给母亲，自己奔赴前线，牺牲时，年仅25岁。赣南是中央
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在革命战争年代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据统计，赣南先后有33万余人参加了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战
斗，其中30多万人献出了生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6万
余人中，赣南子弟达到5万多人，长征路上平均每一公里就有3
名赣南子弟倒下。

在充满血与火的峥嵘岁月里，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
群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感人事迹正是苏区精神的内核。正
是这种无私奉献精神，使党和红军在极端艰难时期依然能够发
展、壮大，最终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征程中，更加需要传承和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敬业奉献成
为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址。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