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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长征

组歌》中的这句歌词，表现的是遵义会议后红军

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党 中 央 于 长 征 途 中 在 贵 州 遵 义 召 开 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

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

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 96号的

遵义会议会址，是到遵义参观游客的必选打卡

地，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匾额

前，不时有游客合影留念。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

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

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批判了第五次

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

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得到与会多数同志支持。

在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陈列馆运用等

身幻影成像技术，制作短片，重现了会议情景。

遵义会议陈列馆副馆长张小灵告诉记者：“这段

短片所有对话均出自史料记载，没有任何艺术加

工，可以让观众更真实地感受当时的情景。”

经过激烈争论，遵义会议作出下列决定：一、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

志（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

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

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

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

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在党中央的统治，从此开始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共十一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

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

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打开中国革命

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

转折点”。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曾祥铣说，遵义会议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

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移师黔北开启转折之路

中国革命在遵义实现转折，与此前召开的黎

平会议、猴场会议所作的准备密不可分。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湘江

血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 8.7 万余人锐减到

3万余人。面对严重挫折，党和红军内部对“左”

倾错误领导不满的情绪达到高潮，广大红军指战

员思索着中国革命到底走往何处，中央领导层也

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发生了激烈争论。

中央红军抵达湖南通道后，中央几名负责人

于 1934年 12月 12日召开非常会议，研究解决处

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

题。会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

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

1934 年 12 月 13 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

“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

北上”。当天，中央红军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

贵州，并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

贵州省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张中俞认为，

“通道转兵”是一次战术转兵，让红军暂时脱离险

境，但“为什么会惨败”等战略分歧仍未解决，“红

军处于关键而又难以决策的时期”。

在此背景下，周恩来于 1934年 12月 18日在

贵州黎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

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等多

数人的意见，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

方针之决定》指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

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

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军事战略指引

下，挥戈西进，连克剑河、镇远等县城，于 1934年

12 月下旬抵达乌江南岸，把十万敌军甩在湘西

南，使得蒋介石企图在沅江以东“围歼”红军的计

划彻底破产。

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于 1935年 1月至 3月

先后来回四次渡过赤水河，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

集团之间，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期间，党中央召

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上未

能完全解决的组织领导、军事领导、常委分工等

问题，成为遵义会议的完善和继续。

一渡赤水之后，在中央红军向云南扎西集结

的行军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5年 2月 5日

开会讨论常委分工问题，明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

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2 月 8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了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

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通常所

说的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

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

训，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

军事路线，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

应的战略战术，深刻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

事上的错误。

二渡赤水后，红军中央纵队于 1935 年 3 月 9

日进入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3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的方式决定成立

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

（也即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构思并实施了“调出滇

军，甩掉追兵，假道云南，进军四川”的战略构想，

亲自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佯攻

贵阳，挺进云南，于 5 月 9 日渡过金沙江，摆脱了

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在 遵 义 会 议 陈

列馆，有一幅巨型标

语：“遵义会议集中

体现了坚定信念、实

事求是、独立自主、

敢闯新路、民主团结

的精神。”这是对遵

义会议精神的集中

概括，更是革命先烈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的 宝 贵 革 命 经 验 。

遵义会议精神虽然

诞生在战火纷飞的

革命年代，却超越了

特定的时代，成为中

华民族在追求独立、

解 放 和 振 兴 道 路 上

的精神滋养，是鼓舞

和 激 励 中 国 人 民 不

断攻坚克难、从胜利

走 向 新 的 胜 利 的 强

大精神动力。

在 中 国 革 命 危

急关头，全党全军不

恐慌不懈怠不放弃，

始终初心如磐，上下

同心，跨越无数“雪

山”“草地”，征服一

个又一个“娄山关”

“腊子口”，最终取得

革命的伟大胜利。

坚 定 的 马 克 思

主义信仰，坚定的共

产 主 义 和 社 会 主 义

信念，是共产党人精

神上的“钙”。在国

际形势纷繁复杂、社会价值日趋多元的大背

景下，更加需要我们像先辈一样，以坚定的

信念“强身壮骨”，增强战略定力，做到风雨

如磐不动摇，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心无旁骛促发展，昂首阔步地走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实事求是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遵循

的思想方法。遵义会议前后革命形势的变

化，雄辩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坚持实事求是

就 能 兴 党 兴 国 ；违 背 实 事 求 是 就 会 误 党

误国。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

刻，我们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面对的挑战

日益纷繁，这就更加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头

脑，用好实事求是这个思想武器，不管是

分析问题，还是制定发展规划、出台政

策，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提不切实

际的目标，不喊好高骛远的口号，不

受虚言，不兴伪事，稳扎稳打地推进

我们的事业。

“遵义会议放光辉”，这穿越时

空的精神力量和宝贵启示，将指引

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遵 义 会 议 放 光 辉
本报记者 吴秉泽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姬晨熠

“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为我们的革命、建设和

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必将指引我

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已经年届七旬的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

长曾祥铣，以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

因为己任，至今仍奔走在讲述遵义红色

故事的道路上。

红色是遵义这座城市的基因，遍布

各地的红色遗迹、流传已久的红色故事，

让红色基因融入每个人的血脉和灵魂，滋

养着一代代黔北儿女奋发图强，实现了从

贫困走向全面小康。

“我们在享受历史馈赠的同时，更要承

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曾祥铣

表示，作为土生土长的遵义人，自幼听着红

军故事长大，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把红色

文化弘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为

后人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如何传承好红色基因？曾祥

铣表示，一方面要抓好硬件建设，

把历史遗迹、红色遗址保护好；

另一方面要深度发掘好、宣讲

好遗址遗迹背后的故事，将

其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

起来，融入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

近年来，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到遵义

参观学习、了解红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曾

祥铣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各类课堂、讲座之

间。据了解，自 2015 年以来，曾祥铣已经

受邀作了200多场讲座。

曾祥铣表示，遵义的红色文化保护与

利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着资源丰

厚程度与保护利用程度、不断增长的客观

需求与实际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和差距，

这些短板亟待补齐。而正在如火如荼推进

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让散落在黔北

大地上的红色遗迹“串珠成链”，为传承红

色基因提供了更好载体。

更让曾祥铣感到欣慰的是，遵义市越

来越多的中小学生成为红色故事的讲述

人、红色基因的传承人。据了解，遵义市实

施的“小小红色义务宣讲员”计划，目前已

有800余名中小学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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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遵义会议陈列馆入口大厅的雕

塑，展示的是遵义会议参加者的形

象。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图② 召开遵义会议的会议室。

（遵义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 遵义会议陈列馆外景。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曾祥铣——

讲红色故事 传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吴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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