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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担重任

“杨先生，杨先生，你快出来……”1929年

11月 24日上午，一条行驶在苏家坡村黄潭河

面的小船上传来一声声急切的呼唤。

“不要叫他杨先生了，要叫他毛委员！”时

任福建省委巡视员的谢汉秋对激动万分的时

任闽西团特委书记曾志说道。

原来，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

位后，在中共闽西特委的安排下，化名“杨先

生”转移到中共闽西特委机关驻扎地（今苏家

坡村树槐堂）协助指导地方工作。因白天来

特委机关办事的人多，孩子上课又吵，喜欢思

考和写作的毛泽东就搬到距离树槐堂不远的

一处山洞内办公，受条件限制，当时需要乘

船、攀爬才能到达这个洞里。

听到阵阵呼唤声，身患疟疾的毛泽东从

洞内慢慢走出来。曾志看见毛泽东后更加激

动地叫着：“杨先生，杨先生……”

“不要叫他杨先生，要叫他毛委员！毛书

记！”谢汉秋再一次打断曾志的话。毛泽东见

到他们十分高兴，在洞口接过由谢汉秋带来

的中央“九月来信”，以及朱德、陈毅请他回前

委主持工作的信件。

苏家坡村村民雷贯兴告诉记者，据《曾志

回忆录》记载，毛泽东正是在苏家坡村圳背岩

洞前接到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信息，

重新承担起新的重大使命。

1929 年 12 月初，为贯彻中央“九月来信”

精神，统一全军思想，红四军移驻龙岩市连城

县新泉镇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史称“新泉整

训”。针对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

朱德、陈毅在新泉领导红四军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军政整训。

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各类座谈会，

要求全军上下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党和军队，大刀阔斧整肃部队思想纪律，

着重从思想深处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

想，并对其产生的根源及危害进行了系

统阐述，使红四军战士们逐步统一了

思想认识，为召开古田会议做了充分

的思想舆论准备。

“新泉整训既是为红四军党的

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的一次集

训，也是红四军首次大规模、规范

化的全军集训，对我军思想政治建

设和人民军队建设具有深远意

义。”红古田融媒体中心主任许兆

山说。

古田是我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

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

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92 年前召开的古田会

议，是一座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里程碑，从这

里走出了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2014 年全军

政治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带领

全体中央军委委员回望历史，探寻初心，新古

田会议成为人民军队在追寻强国梦强军梦的

征程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

“古田会议是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古田会议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引领党和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也是

推动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动

力。”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说。

为了把古田会议精神传承好，把古田守护

好 建 设 好 ，近 年 来 ，古 田 重 点 对 古 田 会 议 会

址、红四军前委机关政治部旧址、赖坊协成店

的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作旧址、中

共闽西“一大”旧址蛟洋文昌阁、闽西特委机

关旧址苏家坡树槐堂及红四军司令部旧址等

一批会议旧址群进行修护，形成了古田会议

遗址群，让一大批红色建筑、红色文物得以活

化利用。

古田还积极探索红色文化、绿色生态产业

发展新路径。通过挖掘古田的红色文化资源

优势，将其融入教育培训和文创旅游等各方

面，推动古田文旅产业快速发展。打造了小吴

地红军小镇、五龙民宿小镇、苏家坡民俗小镇、

大吴地康养小镇以及“一台戏”“一场秀”“一个

园”等一系列体验性及互动性强的旅游项目。

如今，一个集红色旅游、红色研学实践、红色创

意等产业于一体的红色教育培训体系逐渐形

成。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群众来到古田，参加

主题教育活动及干部培训，传承红色基因，接

受革命火种淬炼。

古田会议会址景区先后被评为国家 5A 级

红色旅游景区、“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全国十二个重点红色旅游景区”“中国旅

游志愿服务先锋示范基地”等。“古田会议”被

列为“福建省第一政治品牌”和“福建省十大旅

游名片”之一。

古田会议的历史意

义和时代价值不断显

现。在党的建设史上，

古田会议成功解决了中

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

面临的新课题，从思想

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等

方面对党的建设作了明

确的具体的论述和规

定；在军队建设史上，古

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的原则，确立

了新型人民军队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

时至今日，“思想建

党、政治建军”“民主集

中”“实事求是”“群众路

线”等一系列古田会议

精神的内涵在党和人民

军队建设发展进程中，

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

的宝贵精神财富。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古

田会议精神，对于保持

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

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

军目标，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现实意义。

“十四五”规划建议

指出，要加快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

强军相统一。

在新的起点上全面

推进党和军队建设，实

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依然要发扬古田会议精

神，毫不动摇地坚持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

保人民军队永远跟党走；把军魂培养和制度建

设紧密结合，在实践中强化听党指挥的政治自

觉；恪守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

则，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把党性原则在全党牢固树立起来，把爱党、

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的各个环节，让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在潜移默化中进一步坚定理

想信念，自觉维护党的威信。

古田铸军魂 星火耀神州
本报记者 薛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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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古田会议会址古田会议会址（（万源祠万源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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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②② 毛泽东起草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雕塑雕塑。。

（（古田会议纪念馆提供古田会议纪念馆提供））

统一思想

1929 年 12 月中旬，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

领红四军进驻古田。“毛泽东就在古田镇八甲村

松荫堂内筹备古田会议。白天，参加各种座谈

会、调查会；晚上，整理笔记材料，起草决议草

案。”许兆山向记者讲述了毛泽东在古田期间秉

烛达旦的岁月。

据《上杭文史资料》记载，在古田会议之前，

毛泽东在前委驻所的空地上就为同志们投射了

一颗“信号弹”。他表示，红军是新型的人民军

队，不同于国民党以及各派军阀的旧式军队，他

特别指出之前的招兵买马、招降纳叛都是不对

的。同时还表示，非无产阶级意识是要不得的，

是一种“腐蚀剂”，它对红军会起腐蚀破坏作用，

并要求同志们开展讨论，认真排除这个有害的东

西，维护人民军队的纯洁、健康。

走进古田会议会址万源祠大堂，左侧是两张

“八仙桌”拼在一起的主席台，会场中间有四根红

漆木柱，上面分别张贴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反

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义”

等标语。1929 年 12 月 28 日，古田会议在这里召

开。当天，120 余人济济一堂，毛泽东指出，“中

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

团”，确立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人

民军队建设基本原则，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

领导。

党指挥枪——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军队

揭示规律

古田会议闭幕之时，正值新年来临之际。在

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四军也重新焕发了战斗

活力，开启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程。

“古田会议结束后，第一纵队先行转向江西，

带领第二纵队殿后的毛泽东从古田镇八甲村松荫

堂移驻到距离万源祠仅 1 公里的赖坊村协成店，

在这里，毛泽东以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写下了著

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

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的悲观思想，提出了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许兆山说。

在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已经影响

到部队战斗力。在敌人的次次围剿下，接二连三

的 失 败 让 林 彪 郁 郁 寡 欢 。 1930 年 元 旦 ，他 给

毛泽东写信，讲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

法，并表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后，十分重视党

内、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而林彪的元旦来信，正

好给他提供了一个阐明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

看法的好机会。

回信中，毛泽东恰到好处地用中国的一句老

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

势，指出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

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

绝对领导原则和制度的形象表述，更成为人民军

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古田会议是新型人民军队建立的重要开端，

如何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军队在古田

会议中得到了重要答案。

“古田会议的核心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说，这次重要会议解

决了两大历史性课题，即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纠

正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

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

主义残余 8 种错误思想；铸就了党建之魂、军魂、

民主制度之魂、个人理想信念之魂；奠定了群众路

线、实事求是两个基础；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

的、加强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建设的成功道路。

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

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

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

问已经不远了。

可以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揭示了

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

它一扫质疑革命的阴霾，打破了当时党内、军

内对革命前途悲观和迷茫的情绪，坚定了党

领导广大军民为理想信念继续奋斗的决心和

信心。

在信中，毛泽东深刻分析了悲观主义思

想的由来与危害，提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

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

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

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

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

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

疑义地是正确的”。这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在

实践中成功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模

式、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

挖 掘 用 好 红 色 资 源
本报记者 薛志伟

站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的古田

会议旧址群前，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辽阔田地，

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青山。青瓦白墙的万源祠

在青山映衬下庄严、古朴，万源祠背后的“古

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熠熠生辉。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

记者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古田会议革命

圣地，重温我党我军光荣历史，感受中国共产

党引领历史发展潮流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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