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规矩不成方圆，尽管政治规矩是近年才出现的词汇，但纪律与规矩意识与中共组
织的建立几乎同时出现。1921 年 7 月的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纲
领，其中强调成为中共党员必须“承认本党的纲领和政策”，并且在入党之前“必须与企图
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入党之后，“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
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可以说，这是党给自己的成员最初定下的政治规矩。

1922 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一个重要任务或重要贡献，就在于它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
一部党章，从此使中共为自己立下了“总规矩”。这部总共二十九条组成的党章，专门单
列了“纪律”一章共九条，迄今为止的一些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其中都有所体
现。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党章》，同样单列了“纪律”一
条，除了延续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的基本内容外，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本党一切会议均
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壮大起来，离不开成立之时所制定纪律与
规矩。当时党内也有一些人，他们曾积极地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甚至参与过党的创建，
但由于接受不了纪律和规矩的约束，有的不久即离开了党，有的被开除出党。尽管少
数人离开了党的队伍，但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到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
时，全国党员发展到九百余人；到 1927 年 4 月中共五大时，全国党员更是发展到五万七
千余人。

1927 年 4 月至 5 月召开的中共五大通过了一份题为《组织问题议决案》的文件，提
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这是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政治
纪律”的表述。同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
决案》亦认为“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同年 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

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关于政治纪律的文
件，其中强调：“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这是每
一个共产党所必具的最低条件。”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全中国陷入白色恐怖之时，一
部分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悲观动摇，
自行脱党者有之，党内另立派别者有之，叛党变节者亦有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
对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的强化，对于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复兴中国革命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上了武装斗争之路，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
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和红军的纪律建设。在前往井冈山的途中，他领导了著名的三湾
改编，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
的组织，班排设小组，连队设支部，营团以上建立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
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由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几项措施确立了
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可以说这是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最为重要的
政治规矩之一。

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曾发生过个别人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破坏党的团结
与统一现象，最为严重的是 1935 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不但拒绝中
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而且公然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严重地触犯了党内政治规
矩的底线。鉴于其严重后果，在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
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时特别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
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
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
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从此，这“四个服从”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
则和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对于全党树
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做到按程序和规矩办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党继承和发展了革命时期重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传统。1954
年 2 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

干部要做到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
论和行动的标准，这是在执政条件下党定的十分重要的政治规矩。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
态。为了吸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保证改革开放决策的顺利实行，1980 年 2 月中
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部准则对于党员领导干
部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禁止干什么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
条件下，中共中央一再要求各级干部自觉守纪律讲规矩，强调遵守政治纪律的重要性。
1983 年 10 月 11 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规定：“党
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
线的基础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党的政治纪律。能否做到这一点，是衡量党组织和党
员的思想、政治和纪律状况的主要标志。”

进入新世纪以来，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少数领导干部以
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二是极少数干部违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甚至
搞团团伙伙。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加大反腐
败力度的同时，高度重视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建设，强调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政治问题上，任何人同样不能越过红线，越过了就要严肃追究其政
治责任。有些事情政治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当儿戏。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
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近年来，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纪律和规矩意识明显
提高，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明显好转。

因为共产党人有崇高的理想，有坚定的信念，所以党有灵魂，有奋斗目标，有为实现
目标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于是产生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因为中国共产党有
严格的纪律，所以能不断纯洁自身组织，能够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始终能够形成一个有战
斗力的整体。高度重视纪律建设，不断强化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纪律与规矩
意识，以严明的纪律要求自己的成员，努力保持党的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九十五年来不
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不断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

（文/高志中）

纪律与规矩意识与党的发展历程一路相随

纪律规矩在发展中强化

人有人品，党有党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形成了许多

优良作风，也凝练了诸多崇高品格。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务实，是我们党的思想内核，也是我

们党的根本品格。

我们党的理论精髓是实事求是。九十多年的理论创新证

明，我们党必须始终奉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不能偏离这一理论指导的内核。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

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的精髓。我们党历来强调党的理论要联系实际。对实事求是的

理论品格，毛泽东早有深刻阐释。他强调过：“按照实际情况决

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

作方法。”在谈到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时，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

不能从本本出发，要学会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邓小

平也鲜明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

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

了，就要亡党亡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实

践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在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前

提下解放思想，使理论紧密联系活生生的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才会顺利，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提高。务

实品格早已深深地溶进我们党的理论体系中。正是理论上的务

实特性，成就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也推动了我们党的与时俱

进。我们党强调解放思想，从来都是建立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基础上的；我们党强调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从来都是建

立在求真务实、扎实推进基础上的。

我们党的实践基点是务实的。九十多年的艰辛探索证明，

脚踏实地的实践，是共产党人谋事做人的出发点。务实的实践，

就是要在谋事做事中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这既

是党的各项工作的着力点，也是根本点。党的方针政策再好，也

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关键在于落实。抓落实就来不得半点虚

伪，搞不得半点花架子，否则就会背离理论的正确性。江泽民同

志曾经指出：“要带头在全党反对搞形式主义，反对搞花架子，反

对做表面文章，反对一切图虚名、搞虚夸、铺张奢靡、劳民伤财的

坏作风，在全党全国大兴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优良之风。”

只有以“实”立身行事，做事不应付，做人不对付，共产党人才能

干得了实事、做得出实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特别强调要

从严从实谋事做人、干事创业，把“实”的问题作为“三严三实”教

育中着重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就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品格。

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务实的。九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

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必须紧紧抓住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来

确定自己的中心任务，这是我们工作的根本抓手。尽管我们党

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不断变化的，但自从进入改

革开放时期后，我们党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始终抓住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所以我

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

来，为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国家

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都是我们紧紧扭住中心任务真抓实干的

结果。胡锦涛同志在谈到我们党如何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时，曾经着重强调“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

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因为抓住了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就抓住了发展的根本方向。党的十八大以

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目标任务和一系列战略举措，正是从中国实际出发

的伟大战略布局。扭住并实现这一中心任务，更需要发扬务实

风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务实的。九十多年的发展壮大证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

们党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和“密切联系”绝不能只停留在空

洞的口号上，它是有实实在在的丰富内容的。共产党员是不是

真正扛起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是不是真正深入最底层群众中间，

群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要求我们

一切工作的基点都要符合群众的利益，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的

干部要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以无私奉献的精神面

向群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党历来提倡，

心中装着人民，心中装着党的事业，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

格。因为群众的利益与我们党的利益从来都是一致的。历史事

实充分证明，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

拥护和爱戴，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壮大；只有实实在在地坚持群

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一旦我们脱离

群众，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就会缺乏朝气和活力。脱离群

众就是脱离实际，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

务实的品格，既是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秀品格作风，也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特别提倡坚持和发扬的党的传统和优势。

习近平同志说过：“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

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只要我们把党形

成的“实”的观点、“实”的方法、“实”的风气、“实”的品格坚持下

去、发扬开来，沿着求真务实的方向继续前进，我们党就会越来

越强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主任、研究员）

务 实 的 品 格 求 实 的 作 风
杨明伟

在中国共产党 95 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创建中央
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谱写了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革命战争史诗的绚
丽篇章，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道路自信的坚实基础。

1921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中国的问题本
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的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
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
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毛泽东说选择俄式革命的道路，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这高度概括
了中国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1924年至 1927年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共同目标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国民党齐心协力，以摧枯拉朽之势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然而，1927年夏，风云突变。
1927 年 4 月 12 日和 7 月 15 日，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违背孙中山先

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背叛了革命。他们勾结帝国主义
势力，疯狂地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挥起屠刀，一时间大江南北血流成河。

血淋淋的事实警醒了中国共产党人：要革命，就得掌握军队，就得有枪杆子。
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

切。”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指出：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
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重新鼓起了中国共产党人
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开始了从大革命失
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于是，从“八七会议”到 1928 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爆发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
义和广州起义为代表的大大小小 100 多次武装起义。但是，由于起义目标是攻取敌人重
兵防守的大城市，敌强我弱，因而所有起义都遭到挫折甚至失败。

秋收起义进军长沙失利，毛泽东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引兵井冈，谱写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开篇之作。

但是，迈出走向农村的第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声炮
响，在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送来了十月革命的模式——通过城市武装
暴动夺取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中国共产
党由此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领导人、苏共领导人，包括我们党的早期
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认识惊人的一致——走俄国人的路，实际上就是走城
市武装暴动的路子。这种认识，成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不二法则。

然而，相同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却不一定开出同等灿烂的花朵。所以，尽管路是
有了，却注定是前路漫漫，曲折而修远。

在此后两年零四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井冈山军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
发展红色政权，壮大人民武装，形成了“工农武装根据”的崭新局面，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
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
的基础，明确了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前进方向。

随着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了中央苏区和湘鄂西、海陆
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另外12块根据地。

与此同时，军阀之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闹得南京国民政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一
个时期内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力量的发展。蒋冯阎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集团意识
到，共产党飞速发展的革命力量，已经由肘腋之患变成了心腹大患，成为了他们稳固统治
的严重威胁。

1930 年 10 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胜局已定。他立即腾出手来，发动了对中央苏
区的第一次大“围剿”。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围剿”与反“围剿”，就成了国共双方军队之间主要的斗争形式。
从 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 6 月，蒋介石总共调集 60 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三

次“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之下，主要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等灵活机动
的战略战术，总共歼敌 7.5万余人，粉碎了“围剿”，壮大了苏区。

在反“围剿”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 1931 年在中央
苏区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
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是中央苏区正式建立的标
志，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阶段性成果。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我们党和人
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纵观党的历史，毛泽东无疑是“三个自信”的
奠基者。而这种自信，首先源自毛泽东在道路探索过程中的伟大创新。

（作者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办公厅副主任）

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创建中央苏区

道路自信在探索中诞生
肖居孝

旗帜飞扬，信念永恒。中国共产党95年的

光辉历程，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创作

源泉。让我们以艺术的形式，礼敬伟大的祖国、

讴歌伟大的党、赞颂伟大的人民，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

地道战 罗工柳 油画 1951年

选举 邹树堂 油画 2016年

中国梦探月 黄坚 中国画 2016年

时刻准备 徐天离 油画 2016年

我们党强调解放思想，从来都是建立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我们党强调与时俱进和开

拓创新，从来都是建立在求真务实、扎实推进基础上的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大会师 李宝林、周顺恺 中国画 2008年

高度重视纪律建设，不断强化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纪律与规

矩意识，以严明的纪律要求自己的成员，努力保持党的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

九十五年来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不断胜利的重要历

史经验

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

党光荣诞生。

▲1921 年 7 月底，中

共一大由上海转移到嘉

兴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

举行并闭幕。

井冈红旗高高

飘扬，象征着中国

革命的星星之火从

井冈山燎原。

1934 年 1 月 22 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
延河之滨的宝塔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中共中央

曾在延安战斗和生活了 13年。

位于深圳的这座拓荒牛雕塑，成为改

革开放中创业者开拓精神的象征。

20162016 年年 66 月月 2525 日日，，我国新一代运载我国新一代运载

火箭长征七号发射成功火箭长征七号发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