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23日 星期六2021年10月23日 星期六

040404

牢记“两个务必”传承西柏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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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环绕、碧水如镜。西柏坡，
太行山东麓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小山
村，美丽而静谧。70余年前，正是在
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了轰
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彪炳
史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中，
孕育形成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
西柏坡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
精神财富，也成为新时代我们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
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
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
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
一心为民”

1948年至 1949年是中国革命胜利
曙光初现的历史转折时刻。三大战役取
得伟大胜利，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
胜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
上日程。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
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
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
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
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
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
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两个
务必”的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70 多年来，从西柏坡发出的这一
振聋发聩的历史强音始终回荡在中国
共产党人的心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
西柏坡精神。2013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
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自己联系的河
北省调研指导。11日下午，总书记来到
西柏坡，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
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
旧址。在著名的九月会议旧址，总书记
主持召开了座谈会。总书记表示，西柏
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
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共产党人
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
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
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
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
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
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
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
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
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
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
深远。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
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
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
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
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
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
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
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
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
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
优异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在
人们耳畔久久回响……

在西柏坡精神指引
下，赶考永远在路上

“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都
希望考个好成绩”。1949 年 3 月 23 日，
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即将
出发时，毛泽东同志的话意味深长。

“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
续。”2016年 7月 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谆谆告诫。

“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
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
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
之路。”今年 7月 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豪迈宣告。

时代发展变迁，精神一脉相传。在
西柏坡精神指引下，赶考永远在路上。

“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在西柏坡颁布了

《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
法》 等一系列制度，提出“加强纪律
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重新颁布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据毛泽东同
志的提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

“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
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
马恩列斯平列”的六条规定。

2013 年 7 月，在西柏坡纪念馆内
记载着这六条规定的展板前，习近平
总书记驻足良久。习总书记一一对照
着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
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
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
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
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
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
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打铁还需自身硬”，正风肃纪永
远在路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猛药去疴、重
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的勇气，推进力度、深度、广度空前的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出台中
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
特权；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
学习教育，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
性更加坚强；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

“猎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并全面巩固……

我们党在西柏坡创造了以少胜
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鲜
明政治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

强大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
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
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
山开道、遇水架桥，进行了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展现了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汇聚起
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传承和弘扬西柏坡
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
赶考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
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
人民。”

西柏坡精神蕴含着深厚的为民情
怀。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
在西柏坡召开，会议通过了 《中国土
地法大纲 （草案）》，轰轰烈烈的土地
改革运动在解放区迅速开展，亿万农
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耕
者有其田”的千年理想变成了现实。获
得土地的农民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党中
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指挥了辽沈、
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据统计，辽沈战役
期间共动员支前民工183万余人，淮海
战役动员了支前民工543万余人，平津
战役期间共动员支前民工160万余人。
陈毅同志曾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
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今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河
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
回信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是一部
团结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共同奋斗的
历史，西柏坡的干部群众对此体会更
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希望你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号
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乡亲们
更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平山县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继承和弘扬西柏坡精神，带着真情教
育干部，带着亲情服务群众，带着激
情干事创业，一方面加强干部队伍作
风整顿，向 717 个村派出小分队，宣
讲政策，进行帮扶，一方面积极谋划
把县域经济做大做强，帮助村民摘帽
脱贫。北庄村通过发展特色种植、光
伏发电、红色旅游等产业，到 2018年
已实现整体脱贫。村民家家都有干部
联系卡，有问题随时向干部反映，干
群关系更加密切。

在燕赵大地，西柏坡精神代代传
承，发扬光大。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
的英雄壮举，塞罕坝林场建设者60年

“变沙地为林海”的无悔坚守，“人民
楷模”李保国35年扎根山区传授农业
科技……这些都生动展示了西柏坡精
神的时代光芒。

诞生于战火硝烟中的西柏坡精神
永远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争取胜利
的强大动力。始终牢记“两个务必”，
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
们党就一定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新时代的赶考路
上不断交出优异答卷。

石家庄平山县岗南镇李家庄村位于岗
南水库东北岸，与西柏坡纪念馆隔水相
望。新中国成立前，中央统战部在此驻
扎，开展工作。

村口迎面可见通体白墙的中央统战部
旧址，庄重大气。整个村子依山而建，面朝水
库，房屋错落有致。沿村中柏油路向北上坡，
青砖、灰瓦、白墙、绿树，相得益彰；月季、石
榴、枣树等草木飘香，争奇斗艳。

过去李家庄虽然有山有水，但是土地
少，村民缺少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贫困。
2015 年开始，李家庄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开展旧房改造，完善基础设施，进行改厕、改
造污水管网等，让村居环境焕然一新。同时，
李家庄村依托红色资源和太行山独特风貌，
发展红色旅游；流转了 600多亩土地，种植
樱桃、苹果，作为采摘园。

走进村民韩会茹家的民宿，外观是传统
民房，里面干净整洁，如同酒店标间，床、卫
生间、电视、空调、冲水马桶等设施齐全。“做
民宿得踏踏实实提升店内硬件条件和服务
质量，任何时候，艰苦奋斗精神不能丢。”

村里环境好了，游客多了起来。去年
受疫情影响，韩会茹家收入 17万元；今年
仅3至6月，收入达15万元。

如今，不少村民转型做起农家乐和民
宿，卖起山货和手工制品，并重视保持环
境质量。不少游客参观学习之余，看到李
家庄村环境和条件变好，也乐于观光消费。

全村 87 户、100 多口人，人均纯收入
由 2015 年的 5000 多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5万元。

“90后”的闫文彦是西柏坡纪念馆的一
名讲解员，也是西柏坡本村人。大学毕业
就来到纪念馆工作，至今已经8年了。

西柏坡是“进京赶考”的出发地，每
天来西柏坡参观学习的游客络绎不绝。

“我的工作就是将西柏坡精神讲解给每
一位观众。”闫文彦说，她从小就在这里长
大，得知她当上了纪念馆的讲解员，父亲
十分自豪。

闫文彦的父亲叫闫青海，是西柏坡村
的老党员，曾担任西柏坡村党支部副书
记。今年 76 岁的他，有过一段特别的经
历。党中央当年在西柏坡办公时，3岁的闫
青海得了重病，家里穷，看不起病，父母
打算放弃。董必武夫妇发现后，把他送到
中共中央机关医院救治。回忆起这段经
历，闫青海心中充满感激，“共产党是我的
恩人，是咱老百姓的亲人。”

闫青海在柏坡湖上做起了观光旅游，开
了西柏坡村第一家农家乐、第一家大饭店。
去年，闫青海开始在村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讲党课。闫青海说：“西柏坡的故事很多很
多，我要把我知道的历史告诉更多的人。”

传承红色精神，两代人接续奋斗。正
是有了这种家庭氛围，闫文彦在工作中尤
其注重如何把讲解内容更好地传递给观众。

闫文彦在背诵讲解词的基础上，与观众
进行沟通、交谈，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
通过穿插民谣、快板等形式将红色历史变得
更加鲜活。“作为青年人，要把西柏坡精神传
承好、发扬好，让更多人了解到西柏坡的红
色文化、西柏坡精神，从中汲取营养，更加努
力奋斗。”闫文彦告诉记者。

如今，西柏坡村 80 多户人家中有 50 多
户从事红色旅游，村集体年收入 60余万元，
村民人均年收入过万元。以西柏坡精神为指
引，村民们带着这份红色基因，团结奋进，艰
苦奋斗，正创造乡村振兴的美好生活。

图①：在河北省阜平县阜东新区，孩子
们在新建成的阜东小学操场上快乐奔跑。

赵海江摄
图②：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党的

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 陈其保摄

图③：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塔。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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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
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
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
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
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
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
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
变色。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
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时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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