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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山革命纪念馆，聆听新中国

诞生前后的生动故事，感受很深。我

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

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

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坚持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

是由于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

能历经二十八载浴血奋斗，建立新中

国；才能在新中国成立后，跨过一道道

沟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

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

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重温建党百年历程，能深刻

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如磐、一

以贯之，历久弥坚、历久弥新。

做为民服务孺子牛，要始终以人

民为中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只有

牢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不忘

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才能始终拥有面向未来、面对挑战、永立

潮头的不竭动力。

做创新发展拓荒牛，要始终坚持锐意进取。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深化改革开放和应对外部压力、统筹

抓好“六稳”工作和落实“六保”任务，等等，都需要开展具有开

拓性的工作。只有不畏艰险、敢于担当，集思广益、善采众长，

才能化危为机、变中突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

实基础。

做艰苦奋斗老黄牛，要始终保持慎终如始。站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既要有愈战愈强的勇气，更

要保持不懈奋斗的韧劲。只有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

的清醒头脑，才能跨越漫漫征途，终臻顶峰。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党的百年历史业已铸就

辉煌，秉持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

牛的精神，我们一定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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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初霁，天朗气清，北京西郊的

香山革命纪念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

观者：北京城建集团的 18 位青年员工，

身着红色制服，在展厅里仿佛一团团

跳动的火焰……

“我们是纪念馆的施工单位，参与

了建馆工作。”纪念馆建设项目执行总

工程师于晓说，“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开

国大典，每次看都热血沸腾，今天带年

轻人来重温历史。”伴随着讲解员的介

绍，观看着“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

央在香山”主题展览，在场的年轻人用

心动情地感受着创建新中国的峥嵘岁

月……

进京赶考——
制定建立新中国大政方针

从西柏坡到香山，再到北京城，难

忘的足迹印证着共产党人改天换地建

立新中国的不凡历程。

1949 年 1 月 31 日 ，北 平 和 平 解

放。随后不久，周恩来在河北平山西

柏坡安排人员赴北平，为党中央进驻

打前站。

3 月 5 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

柏坡召开。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

的报告，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

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

联合政府的建议。全会着重讨论了党

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

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后，3 月 25 日，中共

中央及 其 所 属 机 构 由 西 柏 坡 迁 至 北

平 。 临 行 前 ，毛 泽 东 对 周 恩 来 说 ：今

天 是 进 京 赶 考 的 日 子 ，进 京 赶 考 去 。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

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

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

考个好成绩。

展览现场，一幅中共中央从西柏

坡到香山的电子地图，形象地呈现了

毛 泽 东 等 中 央 领 导 同 志 的 进 京 路

线。据讲解员介绍：3 月 25 日到达北

平当天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

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当晚在颐和

园 益 寿 堂 宴 请 民 主 人 士 ，共 商 国 是 。

是日夜，中共中央主要机关正式进驻

香山。

政治协商——
绘就新中国宏伟蓝图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最后

胜利，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

立新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在香

山双清别墅住所，毛泽东一方面运筹

帷幄，指挥解放全中国各项战事不断

取得胜利；一方面广邀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

1949 年 6 月 15 日，新政协筹备会

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设立 6
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

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的组

织条例，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等

工作。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

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共 600 多人参加

会议，共同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设计

蓝图。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

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

立起来了。”

与会代表怀着参与开国盛事的使

命感，对大会各项议案进行充分讨论

和民主协商。会议决定：确定新中国

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确定代国歌和国旗等；讨论通过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一

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选举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中

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委员。

9 月 30 日下午 6 时，会议全体代表

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

基典礼。代表们一一执锨铲土，表达

对先烈的崇敬。

开国大典——
走上实现伟大复兴的壮

阔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香山革命纪念馆内的

大屏幕上，反复播放着珍贵的开国大

典影像资料。毛泽东向全世界的庄严

宣告，把参观者的思绪引回当年……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2 时，刚刚

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

勤 政 殿 召 开 第 一 次 会 议 ，宣 布 就 职 。

下午 3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成立典礼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在军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

乐声中，毛泽东按下电钮，广场旗杆上

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28 响礼

炮响彻云天——这 28 响就是对中国共

产党 28 年光辉历程的礼赞。

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遍大江南

北，传向世界各地。

在随后举行的阅兵式上，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各军兵种组成

的步兵、炮兵、战车、骑兵与飞机方

队等，一一接受了国家领导人和人民

群众的检阅。当天，在受检阅的飞机

上，人民日报记者陈柏生从空中见证

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她在报道中描述

道：“四点三十分，北京出现在我们眼

前。琉璃瓦的宫殿，红色的墙门，整齐

的街道，这庄严的人民首都，今天被红

色的旗帜所掩盖，愈加显得庄严美丽

了。摄影机响了，天安门出现在机翼

下面，数不清的红旗和黑压压的人群

连成一片，地面的装甲部队正缓缓行

进在司令台前。”

入夜后，由工人、农民、学生、市民

等组成的 30 万人游行队伍，高举红旗

涌 向 天 安 门 前 ，欢 呼 的 口 号 响 彻 云

霄。听到游行群众不停地高呼“毛主

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时，毛泽东也不

断地回应“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

参与其中的市民群众也纷纷表达了发

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第二

天，《人民日报》刊发的报道《首都十月

一日之夜》中，记载了记者对几位在现

场观看典礼市民的采访。有的说，今

天要来看看这“万年不遇的大喜事”，

有的感慨：“共产党来了，各行各业全

组织起来了，这该是有多少人呵！”

2019 年 10 月 1 日，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一伟大

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 100 多年中

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

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从开国大典至今，新中国已经走

过了非凡的发展历程。新中国已从成

立初期的“一穷二白”，到 2010 年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到 2020 年经济

总量突破 100 万亿元；实现到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在望，并正

在向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扬帆启程。

在 2021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

主席指出：“站在‘两个一百年’的

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通

过 奋 斗 ，披 荆 斩 棘 ，走 过 了

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

奋 斗 ，勇 往 直 前 ，创 造 更

加灿烂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

改天换地兴伟业
本报记者 丁 丁 李 凯

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往往也是

宝贵的历史记忆。日前，记者采访了

部分亲历开国大典的记者及其家属，

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研究人

员，听他们讲述开国大典现场那些难

忘的瞬间。

当 年 的 人 民 日 报 记 者 何 燕 凌 今

年 已 经 99 岁 高 龄 ，但 他 还 清 晰 地 记

得那令人心潮澎湃的时刻：“阅兵式

里最威武的要算骑兵队伍了，红色的

马组成一个方阵，白色的马也组成一

个方阵，迈着雄壮的步伐通过天安门

广场。晚上的群众游行更是壮观，但

结束后我很快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因为还要编排第二天见报的关于庆

典的版面。”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潘

敬国说，他曾采访过著名女摄影记者

侯波，侯波动情地回忆：“开国大典上，

我想拍一个带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

侧身镜头，但只能冒着危险将身体探

出前廊边的矮墙。周恩来总理和陈云

同 志 在 旁 边 抓 住 我 的 衣 角 ，保 护 着

我 的 安 全 ，这 温 暖 的 一 幕 令 我 永 生

难忘。”

时任华北军区画报社采访科科长

兼记者的高粮曾拍摄了天安门广场第

一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他的外孙

高申告诉记者，他曾听外公讲：当按下

快门拍摄升到旗杆顶端的五星红旗

时，高粮已经眼含热泪，但他顾不得拭

去眼泪，而是庄严地向国旗立正敬礼，

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时他的同行

有的已泣不成声，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欢呼庆祝……

新华社特派记者李普曾经回忆：因

为太过激动和紧张，他在开国大典前

一天平生第一次吃了安眠药才入睡。

宋庆龄的手稿上，有的字注上了拼音，

因为她不大会讲普通话。李普在现场

还听到陈毅感慨地说，在我的有

生之年里，能看到这一天，我

已经很满足了……

记者眼中的开国大典
本报记者 刘 烨 程惠芬

新中国的诞生，像一声惊雷，震撼了全世界，极大地改变

了世界政治格局，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媒体对新中国诞生的消息都表示热

烈欢迎和高度重视，热情赞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民主的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

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媒体也对新中国成立表示欢迎。

1949 年 9 月 22 日，英国《工人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报道认为，“中国人民政府的成

立，将有极广泛的国际影响。”法国《人道报》也于 22 日在第一

版刊登了政协开幕的消息和毛泽东的开幕词摘要。

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和日本《朝日新闻》都

介绍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生平。1949 年 10 月 4 日，《朝

日新闻》报道了苏联承认新中国、与国民党政府断交的消息。

英国政府于 1950 年 1 月承认新中国，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

西方大国。起初，英国出于“拖延承认新政府将损失惨重”等

务实考量，决定尽快承认新中国，但美国媒体对此予以否定，

比如，1949 年 10 月 4 日《洛杉矶时报》宣称，“英国愿意重新承

认红色中国，但是只有美国同意，英国才会这样做。”但到了

10 月 24 日，面对英国日益明朗的态度，该报只得表示，“英国

和美国在承认新中国政府的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有迹象表

明，伦敦可能很快就会与新中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

震撼世界的惊雷
本报记者 苏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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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图②：1949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

报》第一版报道开国大典。

资料照片

图③：香山双清别墅冬景。

图④：香山革命纪念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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