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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生于 1898 年，原名王瑞俊，

山 东 省 莒 县 大 北 杏 村（今 属 诸 城 市）

人，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

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18 年，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

一 师 范 学 校 。 1919 年 ，五 四 运 动 爆

发。在王尽美等人倡导下，5 月，山东

学生联合会成立，他被推举为负责人

之一。几天后，数千名学生参加反日

救国会，王尽美慷慨激昂，演讲一个多

小时。

5 月 23 日，在王尽美等起草的罢课

宣言号召下，21 所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全

部罢课。斗争中，他与邓恩铭成为挚

友。当时，邓恩铭是省立第一中学学生。

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 年 3
月 ，王 尽 美 到 北 京 大 学 拜 访 李 大 钊 。

回济南后，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

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研究和传

播新思想、新文化。

1921 年春，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发

起创建济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

表达共产主义坚定信念，他激情赋诗：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

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他因此改名“尽美”以自励。

1921 年 7 月，王尽美和邓恩铭作为

济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赴上

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这年，王尽美 23岁。

在王尽美倡议下，1921年 9月，济南

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 年 7 月，

中共济南支部成立。

在终日奔波中，王尽美积劳成疾，

感染肺结核病，经常咳血。但他仍以

带病之身，奔走于济南、青岛、北京、上

海、广州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

发动工人罢工。

1925 年 4 月 ，王 尽 美 再 次 来 到 青

岛。当欢庆罢工胜利的锣鼓响起时，

他病发倒在工人队伍中。

这年 7 月，躺在家乡的病床上，王

尽美自知时日不多，向母亲说出心愿：

回青岛去。他深知，那里有他亲爱的

同志，有太多的事要做。

1925 年 8 月 19 日，王尽美病逝于青

岛，年仅 27 岁。病重期间，他请青岛党

组织负责人记录，口授遗嘱：全体同志

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

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1961 年 ，董 必 武 经 过 山 东 ，时 距

中共一大召开已 40 年，写下《忆王尽

美 同 志》：“四 十 年 前 会 上 逢 ，南 湖 舟

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

铭不老松。”

王尽美：尽善尽美唯解放
本报记者 徐锦庚

1889 年，李大钊生于河北省乐亭

县大黑坨村。自幼父母双亡，靠祖父

教养成人。1913 年，他东渡日本，就读

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

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当日本提

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李

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

争，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

人民团结一致，保卫锦绣河山。

1916 年回国后，李大钊到北京大

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并参

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他积

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

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

势力展开猛烈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

的一员主将。他发表的《青春》一文，

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

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

青春”。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令李大钊备

受鼓舞，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

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

利》等 文 章 和 演 说 ，热 情 讴 歌 十 月 革

命，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

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李大钊从

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

思主义传播者。1919 年五四运动后，他

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新

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

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推动

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

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

人之一。1920 年初，李大钊等革命家

就 开 始 商 议 在 中 国 建 立 无 产 阶 级 政

党。同年秋，他领导建立北京的共产

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并 积 极 推 动 建 立 全 国 范 围 的 共 产 党

组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

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北方广大

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

建立党的组织。1922 年至 1924 年，他

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

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重大

贡献。李大钊还领导北方党组织配合

五卅运动，配合北伐胜利进军，开展反

帝反军阀斗争，为大革命胜利推进作

出卓越贡献。

1927 年 4 月 6 日，李大钊在北京被

捕入狱。在狱中，他备受酷刑，始终严

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大义凛然。4
月 28 日，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 38 岁。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

大钊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李大钊开

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

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

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李大钊：铁肩担道义 精神启后人
本报记者 张腾扬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开 展 以

来 ，中 央 党 校（国 家 行 政 学

院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立

足 职 能 定 位 ，坚 持 教 育 者 先

受教育，发挥党校优势、彰显

党校特色，在学深悟透、讲深

讲 透 上 下 功 夫 ，推 动 党 史 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建立学习机制
深研细读党史

3 月 2 日，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动 员 会 。 分 管 日 常 工 作 的 副

校（院）长李书磊强调，要坚持

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为 引 领 ，切 实 提 高 政 治 站

位，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起引领

带头作用，加强对学员的党史

教育、提高党史课程的教学水

平，加强党史学科建设、为全

党的党史学习积累学术资源，

抓实抓好党史学习教育。

两个月来，校（院）委会深

入 学 习 领 会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动 员 大 会 上 的

重要讲话精神、在 2021 年春季

学 期 中 央 党 校（国 家 行 政 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

实际、突出党校特色，制定校

（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方 案 ，细 化 提 出 49 项 具 体 措

施 。 建 立 定 期 推 进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工 作 机 制 ，聚 焦 重 点 任

务 、关 键 环 节 ，及 时 督 促 检

查 。 集 中 举 办 为 期 一 个 月 的

读书研讨，教育引导教职工树

立正确党史观。

“在书桌案头上学、在座谈交流中学、在现场教学里

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各直属单位紧密结合部门职

能，科学制定学习计划，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读经典学原

著，在推动工作上下功夫，用扎实的学习保证党史学习教育

取得实效。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深入实施青年理论学习提升

工程，通过启动青年教师基本文献研读工程、开展主题征

文、在微信公众号开设“党校青年学党史”专栏等，引导青年

教职工在党史学习中切实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

发挥科研优势 积累学术资源

4 月 17 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办的第一届

中共党史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的 50 多名专家学者，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重要论述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充分发

挥党史学科科研优势，在年度校（院）科研项目中专门设置

并组织科研力量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史研究”等

17 项课题研究；发挥系统理论研究协作优势，积极筹备“建

党百年党的建设经验”第一届党的建设高端论坛、全国党校

（行政学院）系统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百年大党的光辉历

程”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学术研讨会等理论研讨会；推动教研部门紧密结合各自

教学重点、教研领域深入挖掘我们党成立以来在本领域的

实践历程、宝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积极为全党的党史学习积累

学术资源，倡导有深度的学术研究。党校教师表示：“通过

党史学习教育，党校人进一步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

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为党史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注入了源

头活水。”

抓教学强宣讲 学习走深走实

连日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采用网络直播方

式举办的“中共党史”专题师资培训班受到广泛好评。全

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以及中国浦东、井冈山和延安干

部学院的教研骨干、管理干部共 42990 人参加学习培训，

为党史学习教育和干部教育培训党史教学提供了有力师

资支持。

党史学习教育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充分运用

网络媒体开展教学和宣讲。创新实施“2+2 工程”，用新媒

体短视频和采访实录等方式讲好党的故事。面向省、市、县

三级党校（行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各分校主

体班次学员开设中共党史专题网络直播课程，近 3000 家党

校、超过 50 万人次同时在线收看，直播教学效果受到一致

好评。

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课程设置中有

针对性地加大所有班次党史教学的分量，提高教学水平。

充实和优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四史”课程，举办厅局级干

部“中共党史研究”专题进修班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专题研修班，开设“习近平关于党的

历史重要论述”等系列课程，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

重要支撑。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还发挥教学科研和理论研

究 优 势 ，主 动 发 文 发 声 ，讲 好 党 史 故 事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思 想 研 究 中 心 发 表《“ 如 果 要 看 前 途 ，一 定 要 看 历

史”——兼论“四史”学习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思维和

战略思维》等数十篇理论文章，教师、专家学者也积极撰

写发表多篇文章，对于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党史观，准

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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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1927 年 4 月 ，北

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

所。面对反动派的刽

子手，一位教授临刑

前慷慨激昂：“不能因

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

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

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1925 年 8 月，青岛。一位青年躺在

病榻上，想说话却不时被剧烈的咳嗽打

断，咳出来的是一口口鲜血。这位青年

并没有跟前来探视的同道讨论自己的病

情，弥留之际，只留下遗嘱：全体同志要

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这 教 授 是 李 大 钊 ，这 青 年 是 王 尽

美。两人年龄不同、职业相异，却有着同

样的身份、为了同一个信仰而献身，至死

不 渝 。 这 是 生 命 的 启 示 ，更 是 信 仰 的

指引。

理想越远大，人的精神力量就越强

大；信仰越坚定，人的革命意志就越坚

强。正是为了共产主义信仰，无数仁人

志士以信仰为旗，以真理为路，勇往奋

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瘅精瘁力

以成之。他们中，有人放弃了“鸦飞不

过 的 田 产 ”，只 因 怀 揣“ 愿 消 天 下 苍 生

苦”的志向；有人选择在烈火中永生，只

因 秉 承“ 我 要 为 苏 维 埃 流 尽 最 后 一 滴

血”的信念；有人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

和 严 刑 逼 供 依 然 坚 贞 不 屈 ，只 因 笃 信

“ 我 们 信 仰 的 主 义 ，乃 是 宇 宙 的 真

理”……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

历久弥坚，无数共产党人哪怕付出宝贵

生命，依然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就是因

为他们革命理想高于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艰难可以摧残

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信仰的力量可以穿越时空的阻

隔。每一位革命先辈，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每一次对他们的

回望，都是一次信仰的传承。他们以奋斗、探索、牺牲，为中国

共产党人作出了表率，树立起理想信念的标杆；他们的坚定信

仰、崇高精神、伟大人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始终是我们奋勇

前进的重要精神源泉。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

的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回顾我们党走过的百

年历程，回顾神州大地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我们更加怀念先辈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

勋，也更加需要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当前，全党正在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史增信，就是要增

强信仰、信念、信心，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

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越是走近革命先辈，越是深

入了解他们的英雄事迹，我们就越能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

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我们已经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我们要继续前行。”对革

命先辈的最好纪念，就是传承他们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并 把 他 们 为 之 奋 斗 、为 之 牺 牲 的 伟 大 事 业 奋 力 推 向 前 进 。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前所未有地展现在眼前，中国人民正意气风

发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可以告慰革命

先辈的是：他们信仰的理想正在实现，他们开创的事业正在

继续，他们书写的历史必将由我们继续书写下去。历史已

经 并 将 继 续 证 明 ：他 们 的 信 仰 永 不 磨 灭 ，他 们 的 事 业 永 世

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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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前屋后，种瓜点豆。现在的小塘社区，

美起来了！

以前，这里曾经粪堆、柴堆、草堆乱放，虽

然影响环境卫生，但各家各户把“三堆”放在院

门口已成了习惯。2020 年年初，云南省曲靖

市沾益区白水镇小塘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主

任张志红被区纪委监委选聘为民情观察员，

第一次入户收集民情，就听到了小塘社区居民

对“三堆”的抱怨。可习惯改变起来不容易，

“三堆”问题怎么解决？“居民小事就是我的大

事。”党员张志红心想，一定要找个好办法。

想办法

“三堆”整治，是沾益区人居环境提升工

作的重点，各村（社区）要达到粪堆出村、柴堆

和草堆规范堆放的要求。每个地方情况不一

样，解决的办法自然不同。

群众愿不愿意？具体怎么实施？如何

防止反弹？最开始，面对这些难题，张志红

犯了愁。

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出主意，张志红决定

到社区去听一听、看一看。路过居民陈吉宽

家，他停下了脚步，这里 1/3 的路面被柴堆占

据。因为相熟，张志红半开玩笑说：“老陈，过

你家可得减速慢行啊！”

“起早贪黑干活，没时间收拾，堆门口也

是没办法呀。”陈吉宽话里透着无奈。农忙时

候，山上砍的柴火、地里收的秸秆，陈吉宽只

能顺手堆在院门外。几十年如此，其他人也

如此。

走访了几家，张志红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大伙儿不是不爱干净，堆在门口，就是图个省

事。如果能给每家规划一块“三堆”放置点，

大家会不会同意？

想到这里，张志红直奔社区南头，看到闲

置的集体用地，他眼前一亮——“三堆”可以

清理！

再见陈吉宽，张志红说了自己的想法，陈

吉宽很爽快：“路程不远、地方够大，我没意

见！”趁着兴奋劲儿，张志红又连续走访了几

户，大家纷纷表示支持。

摸清了民意，张志红期待昔日荒草丛生的

闲置地，能改造成小塘社区的“三堆”放置点。

定方案

摸底结束，张志红立即草拟方案，向社区

两委提出建议。集体用地荒着浪费，社区两

委很快达成一致。社区党总支书记谢德坤又

和社区党员商议细节：如何实现“三堆”放置

点使用“全覆盖”？如何督促居民使用“三堆”

放置点？

“建两个吧，南北两头各一个，这样距离

各户居民都近一些。”“放置点最好能有个集

中管理。”各位党员你一言我一语表达意见，

张志红一一记录。

大家的事，需要集体商议。生活条件改

善，环保意识增强，听说“三堆”要清理，大家

大都很赞成。

可也有人担心：“柴火放远了就不方便，

咋办？”张志红立马解释：“各家自己决定要不

要堆放点。但有一点得说清楚，以后房前屋

后的环境卫生得维护好，社区会给大家评分，

评分对应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日用品。到时

候既有了好环境，还能换东西，不吃亏！”

最终，居民代表一致同意了“三堆”整治

的方案。社区出钱平整场地，划分小方格并

逐一编号，一个小方格约 20 平方米，青砖垒

砌，各户抽签决定自家堆放点。“三堆”整治进

入实施阶段。

搬运“三堆”那几天，张志红和社区干部

天天在社区里转，督促居民抓紧时间。遇到

只有留守老人的家庭，就自己上手帮忙。

3 天后，小方格满了，小塘社区干净了！

建机制

虽然“三堆”搬了出去，张志红却没敢松

口气。

“三堆”治理以前没少提，党员干部做过

群众思想工作，也跟大家一起清理，可往往干

净不到一个月，就又恢复了老样子。

果然，没过一周，张志红就发现又有居民

把柴火扔在了院门前。

“总靠社区干部提醒可不行，关键还是要

建立长效机制。”张志红说，作为党员，得把居

民小事当大事干，“建立长效机制就是社区里

的大事。”

先跟居民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定期

组织大家开展清理“三堆”、环境整治行动。

又公开考核，每个月对各家房前屋后的环境

卫生进行评比，做得好的还能到爱心超市兑

换日用品。

“这下，你家院门口的卫生你要负责到

底呀！”签完责任书，张志红拍了拍陈吉宽的

肩膀，陈吉宽憨笑：“放心，年底保准换袋洗

衣粉！”

年底考核，有 3 户居民不合格，社区干部

上门通知后，第二天柴草就运到了堆放点。

随着机制逐渐完善，现在放好“三堆”已经成

为居民的自觉行为。

告别脏乱差，还要进一步美起来。一开

始社区计划在门前种景观树，可大伙儿却不

怎么积极。“还是种菜实在！汤里差个佐料，

出门就能摘一把薄荷，既方便又美观。”征求

群众意见后，社区统一运土，以前门口的“三

堆”地，如今都改建成了菜地。“种了菜，谁还

会堆柴火呢？”张志红笑着说。

在沾益区，还有 80 多名像张志红这样的

民情观察员，每月深入一线，

了解民情、遍访民意、收集民

言，帮助一户又一户解难题。

题图：张志红（右一）与

居民在菜地前聊天。

李发兴摄（人民视觉）

“居民小事就是我的大事”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我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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