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
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

回首奋斗路，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奋
进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在一起，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
力量！

百年大党，初心不改；征程万里，本色依旧。

立足“两个绝大多数”，追寻初心

又一个7月将至，时间在前行中奏出一个世纪的华彩乐章。
6月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在上海全新开馆。
序厅两旁石墙上，镌刻着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要把工

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从党成立初始就铭刻于“伟大的开端”。
从最初仅有50余名党员的组织，到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

党，领航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码何在？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

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173年前，《共产党宣言》用“两个绝大多数”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为人民大众

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性质。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

益的阶级局限，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觉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历史重任扛在肩上。

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汲取前进力量——
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一辆木制独轮小推车，被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

建设的制胜“法宝”。
淮海战役中，就是用这一辆辆小推车以及船只、牲畜、挑子，数百万支前群众

为解放军运送粮食、弹药，救护伤员……每一个解放军士兵背后，就有9个支援他
的乡亲。

“最后的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
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

小推车承载的是人民的伟力，不仅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还推出了一个红
彤彤的新中国。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激发创造伟力——
1979年盛夏，深圳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炸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
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工资制度，第一家由企业集团创办的银行，

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一代代奋斗者挥洒汗水，蕴藏在
亿万人民中的伟力被不断激活、持续迸发。

“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
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
人民的智慧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把人心向背作为执政成败得失的标尺——
从革命战争年代“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主张，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

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改革开放后规划“三步走”战略目标，到迈入新时代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显著标志。”

人民，就是贯穿这部乐章的主旋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

“人民”的分量有多重？
“人民生命重于泰山！只要是为了人民的生命负责，那么什么代价、什么后

果都要担当。”

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亮出中国共产党
人鲜明态度。

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9000多万名党员迅速行动；最大程度提高检测率、
治愈率，降低感染率、病亡率；上至108岁的老人，下至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
有一线希望，就全力以赴……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故事铭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2020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沙洲村考察，专程看望了“半条被子”故事主人公徐解秀
的孙子朱小红。

得知朱小红已经从建档立卡贫困户成为农家乐小老板，总书记欣慰地说：“你
们家的变化也说明一个道理，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民服务，承诺了就要兑现。”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1948年，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福建东山岛，当年黄沙漫天、寸草难生。地处风口的山口村，全村一半多人

常年流落他乡讨饭。
县委书记谷文昌横下一条心：“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东

山人民苦战十几载，终让全岛黄沙变绿洲。
谷文昌的墓就在东山，如今老百姓每年清明承袭着“先祭谷公，后祭祖宗”的

习俗。
焦裕禄、孔繁森、廖俊波、黄文秀……百年征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矢志为

民、无私奉献，在人民心中铸就不朽的精神丰碑。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字典中，‘人民’除了鲜明的政治和阶级属性之外，还

有两个关键维度：‘最大多数’和‘每一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辛鸣说。

四川凉山州布拖县阿布洛哈村，彝语中意为“高山中的深谷”，地处金沙江大
峡谷深处，是我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建制村。

为了把施工设备运进大山，轰鸣的直升机飞进了静谧的大山。这条3.8公里
的通村公路，平均每公里造价超千万元。

去年6月30日，公路通车了。24岁的阿达么友杂平生第一次踩在平展的柏
油路上，兴奋得想哭。

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
而本色依旧。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延安枣园，《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77年前，一场载入史册的讲话在这

里发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写入党章，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
因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依靠人民创造千秋伟业，永葆初心

6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意见》发布。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中国共产党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

这是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始终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

今年开年，电视剧《山海情》火遍大江南北，让闽宁协作爆红出圈。
1997年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宁夏西海固，调研对口帮扶工

作时提出实施“吊庄移民”，还亲自为移民村命名“闽宁村”。

这一年，谢兴昌带领第一批13户农民来到闽宁村。经过20多年不懈奋斗，
当年的贫困移民村发展成为拥有6万多人的特色小镇，人均年收入由500元增加
到近1.5万元。“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谢兴昌就是闽宁村第一任村支书，也是《山海情》中马得福的原型人物。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闽宁镇原隆村，感慨地说：“闽宁合作探索出

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个宝贵经验可以向全国推广，做一个示范，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鲜明清晰的执政指向——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

多新课题、新任务、新要求，必须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2019年，作为全国首个村级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试点村，浙江丽
水市遂昌县大田村核算出来“生态身价”1.6亿元，让村庄迎来了新变化。

酒厂开在了半山腰，因为这里的山泉水；特色番薯种植引进来了，因为这里
土质好；农家乐也开了好几家，吸引越来越多外地游客。

“真没想到，村里的空气和水这么值钱。”村民们满脸自豪。
这是百折不回的坚定步伐——

“十四五”起步之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2021年2月25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牌子被永久摘下，“国家乡村振兴局”
牌子挂出。从“扶贫”到“振兴”，中国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崭新时代。

启航新征程，开创新伟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饱含深情。
胸怀千秋伟业，百年风华正茂。
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中

国共产党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在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随
处可见以小说《红岩》中江姐命名
的地名：江姐小学、江姐中学、江
姐村、江姐广场。

这里是江姐人物原型，中国
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烈士
江竹筠的故乡。“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参观江姐故居
的人特别多，几乎每天都有几百
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000多
人。”自贡市大安区江姐村党委书
记张平说。

1920年，江竹筠出生于大山
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为生
活所迫，幼年的江竹筠跟着母亲
到重庆投奔亲戚，后来在当地的
一家织袜厂做了近三年的童工。
进入小学，江竹筠勤奋刻苦、成绩
出众，只用三年半就完成了小学

的全部课程。
随后，江竹筠先后进入重庆

南岸中学、中国公学附中、中华职
业学校和四川大学学习。1939
年，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江竹筠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她
进入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并担任
该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从事青
年学生工作。

1943年，党组织安排她为当
时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
咏梧当助手，做通信联络工作。
同时，他俩扮作夫妻，组成一个

“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
关和地下党组织整风学习的指导
中心。1945年，江竹筠与彭咏梧
正式结婚，后留在重庆协助彭咏
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
外联络工作，同志们都亲切地称
她“江姐”。

1947年，江竹筠受中共重庆
市委的指派，负责组织大中学校
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
斗争。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
下，江竹筠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
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
织发行工作。这一年，川东党组
织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武装
斗争，彭咏梧奉上级指示赴川东
领导武装斗争，任中共川东临时
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方工作委
员会副书记。江竹筠以中共川东
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
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

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

暴动时不幸牺牲。江竹筠强忍悲
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
的出卖，江竹筠不幸在万县被捕，
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
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
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
电刑……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
进她的十指，妄想从这个年轻的
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
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
拷打，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你
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
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
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
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
解放前夕，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特
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年仅29岁。

新中国成立后，江竹筠的事
迹被后来脱险的狱友写进了小说，
又被陆续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

2007年，位于自贡市大山铺
镇江家湾的江姐故居正式对外开
放。如今，这里已被列为四川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
批党员干部、群众来此追思缅怀。

2009 年 9 月，江竹筠入选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
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我们村的老百姓到了外面
都会很自豪地说自己是江姐村的
人。”张平说，“江姐是为新中国成
立作出贡献的女中豪杰！”

（新华社成都5月23日电）

在刚刚过去的“国际博物馆日”，各地博物馆纷纷
推出丰富的展览与活动，让这些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
场馆再次成为人气打卡地。位于广州市番禺博物馆的
冼星海生平展厅，近日也迎来了更多观众。人们前来
瞻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奋斗生平，感悟革命精神。

冼星海，中国近现代伟大的音乐家，中共党员。他原
籍广东番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7岁时，冼星
海与母亲侨居马来亚谋生，在新加坡上学期间参加学校
管弦乐队的活动。1918年，他回国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
小提琴，1926年后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
乐系学习。1928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
和钢琴，并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

1929年，冼星海赴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
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
1931年，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在肖拉·康托鲁姆作曲
班学习。留法期间，他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
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

1935年回国后，冼星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
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
他还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1935年至1938年
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
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
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
年，冼星海前往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
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
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

1940年5月，冼星海受党中央派遣，去苏联为大型
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后因战争、交通阻隔而羁留
不归。期间，他写有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
乐组曲《满江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以及小提琴曲《郭
治尔——比戴》等，现已收集到他的作品近三百件；此
外，还写了《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中国
音乐的民族形式》等大量音乐论文，已发表的有35篇。

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肺病加重，1945年，

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
2009年，冼星海当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

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黄河声声忆英烈，星海精神代代传。如今在广州，

这座城市和市民正在用多种方式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
音乐家，传承星海精神。

在珠江环绕的二沙岛上，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的星
海音乐厅，无数次奏起悠扬的音乐，让这里成为城市的文
艺地标；1985年，广州音乐学院更名为星海音乐学院，培
养了一代代传递着“星海精神”的艺术专门人才；2005年
6月13日，冼星海诞辰100周年之时，番禺博物馆开设了
专门的展厅，弘扬冼星海的革命精神和非凡乐章……

“冼星海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国家和民族，他的家
国情怀令人动容。”番禺博物馆副研究员肖华说，博物
馆通过开设专门展厅、举办“新时代红色文化讲堂”、故
事会巡演等多种形式，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冼星海的
生平事迹，让“坚韧不拔、志存高远、求真务实、爱国奉
献”的“星海精神”薪火相传。

（新华社广州5月23日电）

冼星海：人民音乐家
●新华社记者 邓瑞璇

坚 守 初 心 的 为 民 本 色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启示录之“宗旨篇”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安蓓 樊曦

3月30日，参观者在陕西延安枣园革命旧址参观。 新华社记者张博文摄

江竹筠：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
●新华社记者 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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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像。 新华社发冼星海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