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党内今天要提倡切实的工作作
风。我们要反对那些讲大话、订大计
划，而不肯或不会脚踏实地切实工作的
空谈家。我们要在切实的点滴工作中来
实现我们崇高的、远大的理想。”中央档
案馆里，刊载于中共中央党内刊物 《共
产党人》 杂志 1940 年第七期张闻天的一
篇文章 《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
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说，朴素就是有
什么讲什么，就是老老实实，就是真实的
意思。革命处在严重危险中，我们就应承
认这种危险。没有革命形势，我们就应承
认没有革命形势。革命失败了，我们就应
承认革命失败了。革命形势有好转，我们
就应承认好转。我们丝毫也不用掩盖事
情的真相，来欺骗或安慰别人与自己。如
果不是这样，我们的政治路线与策略就不
能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我们就会发生
错误，遭受失败。

纵观张闻天的革命生涯，人们能够
看到一位共产党人是如何以“对于当前
情况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来严格要求
自己的。

1900 年 8 月，张闻天出生在江苏省
南汇县张家宅一位农民家中。1919 年参
加五四运动，1920 年 7 月赴日本留学；
1922 年 8 月又赴美国勤工俭学。留学经
历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使张
闻天开阔了视野，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1925 年 6 月，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受党派遣前往苏联学习，先后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
习、任教。1930 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
央机关工作。1933 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
地，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4 年 10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
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红军长
征，使张闻天认识到“左”倾错误给党
的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认识到只有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才能指引中国
革命转危为安，毅然与“左”倾错误决
裂。作为当时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
他反对“左”倾错误领导的坚决态度和
积极行动，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
重要作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坚决支
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作了批判“左”
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在以遵义会议为标
志的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关头，毛泽东与
张闻天和其他同志，为挽救党和红军，
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作出了
重大贡献。

张闻天长期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和
干部教育，兼任过中央宣传部部长、干
部教育部部长、《解放》 周刊主编、《共
产党人》 编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院
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撰写了一批
理论和宣传文章，在推动全民抗战、培
养大批抗战干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1939 年 10 月，《共产党人》 杂志创
刊。从创刊号开始，张闻天在 《共产党
人》 杂志社先后发表了六篇论述党的建
设的文章。《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
风》 便是其中一篇。这些文章从中国革

命的实际出发，对党的组织建设、思想
建设、作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作了深
刻论述。

“什么叫做切实呢？切实，就是说，
我们的工作要适合于实际⋯⋯只有根据
于老老实实的认识，根据于具体情况的
了解，才能提出切实的工作计划或工作
任务，并且保证被提出来的计划与任务
能够得到完成，能够贯彻。”张闻天在

《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 中这样写
道。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延
安整风开始后，张闻天以实际行动响应
党中央号召，于 1942 年 1 月至 1943 年 3
月，到陕北、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通
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张闻天对于中
国农村经济实际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到
关于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状及趋势
的较为系统的认识，对当时农村政策的
执行情况及调整办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调查结束后所写的总结 《出发归来
记》，反映了张闻天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又
一次飞跃。他表示，“接触实际，联系群
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应
该“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
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
工作，1948 年 9 月，为中共中央东北局
起草了 《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
基本方针的提纲》，对于新中国经济具有
重要理论意义。1950 年以后，张闻天转
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
部常务副部长，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
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做出
了重要贡献。

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以对党对人民
高度负责的态度，批评了当时工作中发
生的“左”的错误，强调坚持实事求
是、克服主观主义、发扬党内民主的重
要性。为此，他受到不公正对待。但
是，张闻天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理
论和实践的研究，写下许多笔记和文
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遭受
磨难，但依然坚持原则，表现了一名共
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革命正气。

1976 年 7 月 1 日，张闻天病逝于江
苏无锡，走完了坚持真理、光明磊落、
无私无畏的一生。邓小平号召向张闻天
同志学习：“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
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
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
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
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
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
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
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
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
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
斗争的革命精神。”

我们党要在朴素中，要在切实中表
现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气勃勃，我
们的不屈不挠，我们的光明前途。这是
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作为革
命先辈，张闻天留下的谆谆教诲，始终
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永葆优良作风，深
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自觉
当好人民的公仆。

文/新华社记者 黄小希 崔清新

（新华社北京 6月 21日电）

张闻天与《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六

身穿皮袄，手握刹把，目光刚毅，
巍然挺立——这是王进喜留给世界的一
幅“铁汉写真”。

6 月下旬一个平常的上午。坐落在大
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里参观者络
绎不绝，铁人巨幅花岗岩雕像的基座
上，摆放着人们敬献的一束束鲜花。馆
内的录音机前，十几位来自黑龙江省大
庆市方晓社区党员服务站的老同志们排
着队，轮流拿起听筒倾听铁人当年在人
民大会堂作报告的实况录音。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上！”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
油田！”

一句句铿锵的誓言，穿越时空回荡
在人们耳畔。铁人，用他短暂的生命践
行了自己的誓言。

1923 年 10 月 8 日，王进喜出生于甘
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
里。在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旧中国，
王进喜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1950 年，王进喜通过操作考核进入
玉门油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
人。他以朴素的报恩思想和极大的劳动
热情，投身于祖国的石油事业。

1956 年 4 月 29 日，王进喜加入中国
共产党。入党不久，担任“贝乌 5 队”
队长。1958 年 9 月，王进喜带队创造了
月进尺 5009 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被
誉为“钢铁钻井队”。

“国家都没有油用了，石油工人还有
什么资格受表扬？”在北京出席劳模大会
的王进喜看到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
感到了压力和责任。

1960 年，王进喜率队奔赴大庆油田

参 加 石 油 大 会 战 ， 井 队 番 号 改 为
“1205”。

刚到大庆的时候，由于吊装设备紧
张，王进喜井队的钻机无法运抵施工现
场。一套钻机总重 60 多吨，包括大小设
备四五十台。在玉门拆卸搬家时动用了
吊车、拖拉机各 4 部、大型载重汽车 10
辆。王进喜大吼一声：不能等！他带着
30 多名工人奋战 3 天 3 夜，靠人拉肩扛
把钻机运到井场。

仅仅 5 天之后，王进喜率队打出了
到大庆后的第一口井，完钻进尺 1200
米。“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
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在生活条
件极其困难的情形下，王进喜和队友们
写下了如此豪迈的诗句。

第二口井钻到 700 米浅气层时，突然
发生井喷。气流水流裹着泥浆冲天而起，

如果不及时制止，势必导致井毁人亡。
压 井 需 要 重 晶 石 粉 ， 可 是 现 场 没

有。王进喜当机立断决定加水泥来提高
泥浆比重，可水泥加进去就沉了底不能
融合。见此情况，王进喜穿着工服、拖
着一条伤腿纵身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
用身体搅拌泥浆⋯⋯

1960 年 6 月 1 日，大庆首列原油外
运。

1963 年 11 月 17 日，周恩来总理在
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中
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新中国石油工业
由此进入一个新纪元。

被提拔当了大队长后，王进喜依旧
每天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在他的带领
下，1205 和 1202 两个钻井队于 1966 年
同时实现了年钻井进尺超过 10 万米的目
标，超过了美国王牌钻井队和苏联功勋

钻井队。
王进喜不仅仅是一个“拼命三郎”，

更讲究过硬的本领和科学求实的态度。
一次，他骑摩托车路过一个钻井现场，
通过钻机声判断钻头牙轮松动了，就停
下车让工人起钻。工人们半信半疑，起
出钻头一看，果然如铁人说的那样。

一次，1205 队打的一口井超过规定
斜度 0.6 度，并不影响使用，但王进喜还
是组织工人们背水泥把它填掉了。他
说：“这件事不仅要记在队史上，更要记
在每个人的心里。”

“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
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
是党和人民的。我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
距。”在铁人纪念馆里，王进喜的一页学
习笔记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长年累月高强度的工作，严重透支
着王进喜的健康。1970 年 4 月，铁人在
北京 301 医院被确诊为胃癌。同年 11 月
15日，王进喜逝世，享年 47岁。

纪念馆前的 47 级台阶，寓意着铁人
王进喜 47年短暂却不平凡的人生。

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之际，王进喜与
雷锋、焦裕禄、钱学森等同志被中共中
央组织部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
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

铁人纪念馆 2009 年建成迄今，已累
计接待参观者 790 多万人次。人们从各
地赶来，缅怀这位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耗
尽了心血和生命的民族英雄。

“铁人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奔向伟大复兴的脚步。”一位参
观者在留言簿上写道。

文/新华社记者 范迎春

（新华社哈尔滨 6月 22日电）

铁人王进喜：用生命践行誓言

仲夏的黄土高原晴空万里，革命圣地
延安迎来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在枣园、杨
家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红旗招展，人头
攒动，讲着不同方言的参观者怀着崇敬的
心情追忆峥嵘岁月。

“到延安去！”从上世纪 30 年代后期
到 40 年代，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听从信
仰的呼唤，他们发誓“打断骨头还有肉，割
掉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
到延安去。”

延安这座偏居西北一隅的小小山城，
对革命志士有如磁石一般的吸引力。从
1937 年至 1945 年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国
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已由 4 万余人发展到
121 万。然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问
题一度带来党内的思想混乱。

“当时我们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需
要进行一场思想政治上的自我教育和自
我启蒙，以弄懂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认清教条主义的危害。”延安大学中共
党史研究院院长高尚斌认为，在思想上统
一党的认识，在政治上明确党的路线和方
针，是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在原因。

20 世纪 40 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相
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
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为整风
运动提供了客观条件。

延安整风自 1941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
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到 1945 年
4 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历时 4 年。整风使

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夺取抗战胜利
和民主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
模的整风运动，给我们党留下了极其珍贵
的精神财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
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薛琳说，延
安整风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
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确立
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些理论成果是
中国共产党人历久弥新的思想武器。

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拥有 400多
万基层党组织和 8700 多万党员的大党，
为党的事业大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但面
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
的问题。广大党员更需要用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

薛琳认为，延安整风对我们今天加强
和改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延安整风成功的关键一环就是领导干部
带头做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提
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并
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一党内民主
生活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内实现民主集中
制的重要内容，更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
法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内批评和自我批
评的良好风气得到回归，红红脸、出出汗
的‘疗效’正在呈现。”薛琳说。

文/新华社记者 付瑞霞 梁爱平

（新华社西安 6月 22日电）

历 久 弥 新 的 思 想 武 器
——党史专家谈延安整风

不久前，在宁波海关
工作的青年党员志愿者郦
凌晖如期来到服务热线
81890 光明俱乐部，陪护
盲人“看”电影。他本
职工作以外的志愿服务
岗是和盲人结对，为盲
人服务。

在宁波市海曙区，像
郦凌晖这样定岗服务的党
员有近 3万名。

20 年前，海曙区南
门街道朝阳社区退休老党
员田庆元发出了“给我一
个岗位、奉献一份余热”
的倡议。由此，海曙区全
面启动了党员“一人一
岗”活动。20 年的春风
化雨中，党员“一人一
岗”犹如一颗蕴含活力的
种子，历经了个人认岗、
组团服务、系统工程等阶
段，逐步由“小盆景”变
为“大风景”，成为海曙
乃至宁波党员志愿服务的
标志性载体。

海曙区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党员‘一
人一岗’发源于社区，原来
主要是退休党员在社区里
发挥余热，经过 20 年的发展完善，越来越多的在职
党员加入到了这个团队，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
识，在助困助残、为老服务、帮扶中小企业发展、文明
创建等领域发挥作用。3 万名党员的力量凝成一股
合力，推动着海曙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位于海曙区段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王
雪芬健康同行工作室”是全区 50 家区级党员志愿
者品牌室之一，党支部书记兼中心主任王雪芬是一
名有着近 20 年医龄的医生。“有一次，我见到社区
有个孤寡老人因行动不便不能去医院看病，被病痛
苦苦折磨，心中很触动。”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从
事志愿服务的缘起，“我当时就在想，医生能否在
8小时以外为居民提供服务呢？”

带着这个想法，她和几个同事组建了“幸福
段塘·健康同行”志愿者服务团队，通过上门送医
和集中送诊活动，为居民群众送去免费的医疗服
务。这个将本职岗位和志愿服务相融合的“8 小
时外医生”志愿服务活动，很快得到了居民群众
的欢迎和认可，王雪芬所在单位先后获浙江省示
范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宁波市文明单位等称
号。在全区党员志愿服务的热潮中，王雪芬以个
人名义成立了“王雪芬健康同行工作室”，通过

“一人领衔、骨干支撑、群众参与”的形式，带动
更多党员群众参与志愿服务。在“菲特”台风期
间，她带领工作室全体志愿者连续几天奋战在抗
灾第一线，使党旗在狂风暴雨中高高飘扬，受到
了广大群众的称赞。

如果说王雪芬是结合本职工作开展志愿服
务，那施晓丰则是在岗位之外走出了一条志愿服
务的新路子。他是海曙区江厦街道的普通机关干
部，但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宁波市有名的“香
樟树”志愿团的发起人和负责人。10 年来，施晓
丰带领团队从最初的草根网络志愿团逐渐发展成
为以助学、结对等为主的志愿服务知名品牌团
队，致力于帮扶山区困难学校及学生。目前，团
队共有成员 500 余名，长期结对的 10 所学校遍布
浙江省丽水、衢州和广西、贵州等地，共结对
1000 余名学生，累计开展各类结对帮扶活动 500
余次，捐助款物约 170 万元。

今年以来，该区党员在践行“两学一做”活
动中深化党员义务岗，引导党员亮身份、亮承
诺、亮作风、亮业绩，既要在本职岗位上争作表
率，更要在志愿服务岗位上勇当先锋。他们通过

“看齐创优当先锋”行动，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
实际情况，推动党员争做群众贴心人、和谐引领
人和新风示范人，让每一名党员在社会建设中都
成为一面旗帜。海曙区委书记彭朱刚说，全区上
下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让党员干
部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 8 小时之外都发挥好模范
带头作用，树立起党员带头干、干部争着干、群
众跟着干的时代风尚。据了解，目前，海曙党员
群众已组建了 1100 多支志愿服务团队，服务社
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风清气正的文明海曙清晰
可见。

宁波海曙区

：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许玉芬

毛一波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江苏省东海

县农业资源开发局在百余所中小学开展雕刻、镌

刻和绘画活动，通过美术创作歌颂党的丰功伟

绩，让学生们牢固树立跟党走和听党话的信念。

图为东海县石湖乡农业资源开发项目区小学老师向

学生讲党徽故事。

张正友摄

小 学 生 上 党 课

大庆油

田钻井第二

大队大队长

王 进 喜（左

二）和 工 人

们 一 起 钻

井。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