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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

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开始工农武装割

据斗争。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创建了第

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孕育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

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

山精神。

2016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和驻赣

部队，首站就是井冈山。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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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征程，初心不改。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重温井冈山精神，信

仰的光辉、奋斗的史诗、人民的伟力，历

久弥坚、震撼人心。

信念之火永不灭

在 井 冈 山 革 命 烈 士 陵 园 的 瞻 仰 大

厅，有一处纪念墙让人难以忘怀。黑底

金 字 的 纪 念 墙 庄 严 肃 穆 ，上 面 镌 刻 着

15744 位烈士的名字：张子清、王尔琢、陈

毅安……

当 时 实 际 牺 牲 的 人 数 ，数 倍 于 此 。

据统计，从 1927 年 10 月至 1930 年 2 月，

在两年零 4 个月的井冈山斗争中，近 4.8
万人牺牲，平均每天近 60 人献出生命。

明明知道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他

们却毅然决然，义无反顾。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在黑暗中苦

苦 求 索 。 有 人 迷 茫 ，有 人 动 摇 ，有 人 逃

离，有人甚至选择了背叛。但坚定的共

产党人依然高擎火炬前行，坚信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坚定不移团结战斗在党的

革命旗帜下。

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因为有着信仰

的 力 量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才 无 惧“敌 军 围

困万千重”，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

定 信 念 ，用 抛 头 颅 洒 热 血 的 英 雄 壮 举 ，

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夺取了一个又

一个胜利。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和 政 治 灵 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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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容。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

会熄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

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

因为有坚韧不拔的理想信念。”井冈山革

命博物馆副馆长林道喜说，“新时代，共

产党员更应自觉把理想信念作为照亮前

路的灯、把准航向的舵，不断补足精神之

‘钙’，筑牢信仰之基。”

实事求是闯新路

茅坪八角楼，一栋土砖结构的两层

楼房，因装饰着八角天窗而得名。阁楼

书桌上，一灯如豆。当年，借着一根灯芯

的微弱光芒，毛泽东同志思索着中国革

命的道路。

1928 年 5 月，在八角楼旁的谢公祠，

大家坐在从老乡家借来的门板上，召开

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

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分析形势，回答疑

问。同年 10 月，在茅坪步云山召开的湘

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同

志起草的决议案，从理论上阐述了“工农

武装割据”的思想。11 月，毛泽东同志写

了《井冈山的斗争》。

井冈山党史研究专家陈钢说，井冈

山道路的开创，既充满了对敌斗争的考

验 ，也 有 革 命 队 伍 内 部 思 想 路 线 的 纷

争。没有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没有实

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和勇气，是无法

冲破障碍的。

今天重读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

的著作，仍可以感受真理的光辉穿越时

空。“以农村为中心”“思想建党”“党指挥

枪”“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同志立

足于中国革命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普遍

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

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成功探索，开辟了一条崭

新的革命道路。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斗争

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敢闯新路，

我们的事业发展才会有活力、有动力，才

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艰苦奋斗攻难关

井冈山上故事多。在井冈山，走进

每一个山村，问起每一位老人，都能讲上

几段红军故事。其中，“朱德的扁担”的

故事，家喻户晓。

那时的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

谷不到万担”。战士们守着天险，却没有

口粮。怎么办？挑！军民齐上阵，每天

往返 100 多里地，肩挑背驮把 30 万斤粮

食运上山。

战士们考虑到朱德同志已经 42 岁，

白 天 挑 粮 ，夜 里 还 要 处 理 公 务 ，便 偷 偷

将 他 的 扁 担 藏 了 起 来 。 朱 德 同 志 找 不

到扁担，着急地见人就问。后来身边人

员从老乡那里买了一根毛竹，削了两根

扁担，特意在朱德同志用的扁担上面写

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 个大字，接着

下山挑粮。

当年，井冈山条件十分艰苦，面对国

民党反动派反复进攻和严密封锁，军民

处境极为困难。连下饭的盐，都是从老

墙土上刮下来熬成的硝盐。但是战士们

很乐观，还编了顺口溜：“红米饭、南瓜

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党领导人民不畏

强敌、不畏艰难，取得了多次反“进剿”、

反“会剿”的胜利。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

和 优 良 传 统 ，也 是 井 冈 山 精 神 的 基 石 。

如今，重走黄洋界的挑粮小道，仍能看到

这种精神的传承。在黄洋界脚下的神山

村，靠着艰苦奋斗，党员干部带领贫困户

走上致富路。

“咱们要靠自己的双手，继续艰苦奋

斗，把日子越过越好，以告慰抛头颅、洒

热血的革命先烈！”神山村的红军后代、

全国人大代表左香云说。

依靠群众得胜利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展台上展示

的当时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引人

注目：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

西、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

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

要赔。

何为“上门板”？当时开会，经常要去

老乡家借门板，为了防止归还时还错，于

是规定归还时必须帮老乡把门板安装好

——如果还错了，门板是安装不上去的。

“为什么井冈山的老百姓那么支持

红军、拥护红军？因为党和红军一开始

就把‘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

之一。老百姓们真真切切晓得，红军是

穷苦人自己的队伍。”井冈山党史办副主

任陈学林说。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再三强调

要发动工农群众，“在农村要找那些满脚

泥巴、满脚都是牛屎的人交朋友”。朱德

同志在井冈山也曾说，“我们要与群众有

盐同咸、无盐同淡。”这些质朴而又深情

的话语，不仅镌刻进光荣历史，更镌刻进

人民心中。

正是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和发展，形成了

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

系 。 正 是 有 了 群 众 这“ 真 正 的 铜 墙 铁

壁 ”，党 领 导 红 军 才 多 次 创 造 了 以 少 胜

多、以弱胜强的奇迹，井冈山的星星之火

才得以燎原。

千里寻故地，旧貌换新颜。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十

送红军》里唱的拿山镇，距井冈山新城区

1 公里。如今，在拿山镇 356 国道旁，昔

日的庄稼地已变成一座座现代化的农业

产业带，农业博览园、黄桃合作社、猕猴

桃基地等在这里依次铺开。

拿山镇村民兰冬妹从父辈那里听说

了 太 多 老 一 辈 共 产 党 人 亲 民 爱 民 的 故

事。如今，在当地党员干部带动下，兰冬

妹实现脱贫，每年有两三万元收入。“当

年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翻身做主人，靠的

是共产党；现在我们脱贫致富过上小康

生活，靠的还是共产党！”望着远处连成

片的农业大棚，兰冬妹笑得很开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立

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

正茂！”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

望井冈山精神，汲取前行的力量，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始终承载人民的重托、

民族的希望，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我们党必

将永立时代潮头、永葆生机活力，不断引

领民族复兴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本报记者 李昌禹

走 进 井 冈 山 特 巡 警 大 队 的 荣 誉 室 ，

2000 多面锦旗引人注目，这是井冈山特巡

警大队“争当红军传人”服务群众工作法结

出的累累硕果。

为了更好地明确责任，特巡警大队将

井冈山分为 9 个片区、39 个网格，构建“四

定三包”网格化全天候 24 小时巡逻机制，

用一双双脚板撑起守护群众的“保护伞”。

“我们要求每名民警和协警每月至少服务

群众 5 次。”井冈山特巡警大队大队长罗斌

介绍说。

年近八旬的成仁蕾老人家住井冈山

茨坪镇北苑小区，老伴黄开运双腿瘫痪多

年，子女又在外工作，无法照料两位老人

的饮食起居。负责北苑小区巡逻防控任

务的巡防员陈科永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茨

坪中队中队长王树蔚，王树蔚立即安排该

防区队员每天上班前先到北苑小区，将黄

开运背下楼，再开展巡逻工作，待到临近

下班时间，再将老人背回家中。

6 年 间 ，这 项 工 作 从 未 间 断 ，一 直 到

2018 年黄开运老人逝世。后来，负责北苑

小区治安防控的队员依旧经常来到成仁蕾

家中，帮她打扫卫生，陪她聊天。“这些民警

就 是 我 的 亲 人 ，他 们 让 我 感 到 幸 福 与 安

全。”成仁蕾说。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帮忘记锁车的

群众看管财物，帮有事出门的商家照顾小

孩，帮夜行回家的居民照亮归途……井冈

山特巡警大队通过一件件小事，走进了人民

群众的心里，将井冈山精神落到了实处。

争当红军传人

做群众贴心人
本报记者 朱 磊 杨颜菲

坑坑洼洼的土路，摇摇欲坠的土坯房，

破塑料纸封起来的窗户……2015 年，赴任

井冈山东上乡曲江村第一书记的扶贫干部

叶维祝，第一次走进贫困户村民许明招家

里时就下定决心：千难万难，一定要想办法

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致富路。

经过一系列调研，叶维祝将脱贫产业

定位在了白莲上。种白莲？村民们没有试

过，应者寥寥，叶维祝决定自己先种 100 亩

白莲做示范。从选购莲苗、施放有机肥、挑

选包装，他都要一一把关。夏日雨季，莲苗

在风中摇晃，叶维祝担心莲苗被吹断，戴上

斗笠就冲进雨中，在泥泞的莲塘里一棵一

棵地扶起倒下的莲苗。

第一年，试种的 100 亩白莲卖了 20 多

万元，叶维祝赢得了村民的信任，越来越多

的村民开始尝试白莲种植。在叶维祝的带

领下，村里先后发展了农机合作社、苗木种

植、荷塘养虾及养蜂 4 个富民项目，产业经

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脱贫帮扶实现了从

“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叶维祝说：“身为一名党员干部，要以

传承井冈山精神为己任，实事求是闯新路、

艰苦奋斗攻难关，带领老区人民把日子越

过越红火。”

传承井冈山精神

带领村民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朱 磊 杨颜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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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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

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

众、勇于胜利。

——摘自习近平同志《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