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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合力、生命力59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二万五千里长征
如何创造波澜壮阔的人间奇迹？

回溯百年党史，如果要挑选其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感人的 瞬间，红军长征必定是绕不过去的篇章。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粉碎上百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

里长征。
那是一段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不仅谱写了中国革命史的光辉诗篇，也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

“党和红军在长征前后之所以能够迎来四次‘转折’从而走向胜利，就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强大政治定力。”军史专家
肖裕声少将在总结长征胜利的关键时，提到了政治定力。

坚定的政治定力、强大的合力和蓬勃的生命力……到了今天，中国共产党依然依靠着这股坚定的力量，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
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坚定定力
在长征中于低谷处迎来新生

遵义会议被视为红军长
征 中 生 死 攸 关 的 转 折 点 。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
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毛泽
东 逐 渐 被 排 挤 出 核 心 决 策
层。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
东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但
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
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
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

情况在遵义会议后有了
转变。1935年1月，中共中央
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史称遵义会议。会议集中解
决了党和红军当时最为关键
的组织领导问题和军事指挥
问题，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
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
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
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
领导地位。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
赢得主动的转折点。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领导层围绕着“跳
出包围圈”的战略目的，带领
中央红军完成了四渡赤水，继
而强渡乌江对抗正在贵阳督
战的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

“救驾”之际又向西直插云南，
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
虚之时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
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赢得了
战场的主动权。

回溯红军长征，肖裕声少
将认为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
因素，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强大政治
定力。在受排挤的人生低潮
期，毛泽东等人始终没有放
弃，并尝试着各种努力。这些
努力，彰显出他因坚定信仰和
坚强信念而生、不因个人荣辱
利益而移的强大政治定力。
也正是这种定力，让党和红军
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
谷处迎来了新生。

走过百年，不仅在长征中，
每逢重大节点、关键时刻，总有
一大批极具政治定力的共产党
员站台压舱、抗风拒浪，保证党
的事业顺利涉险渡难。

而对于今天的共产党员
来说，定力是什么？在肖裕声
看来，是在任何时候都始终保
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任何情况

下都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
份、坚守自己的党性修养，真
正成为一名讲政治、有信念的
合格党员。

强大合力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创造
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是中
国共产党从稚嫩走向成熟、人
民军队从弱小走向强大、中国

革命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转折
点。直到现在，人们依然通过

“重走长征路”这样的形式去
寻回难能可贵的长征精神。

分析长征胜利的原因，除
了确定了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之外，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把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力
量汇聚在一起，形成推动发展
的强大合力，这也是关键因素
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
在全国先后建立了十五块根
据地，但力量过于分散，散布
在从陕北黄土高原到海南岛
的十四个省区，被国民党反动
派分割“围剿”，难以形成强大
的合力。

各自为政的局面，加上特
定的社会背景，使得当时党的
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乡土观念、
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甚至分裂主
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念，极大地
妨害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在长征途中，随着王明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瓦解，宗
派主义毒瘤被切除了。紧接
着又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分裂
主义斗争的胜利，迎来了红军
三大主力的会师，实现了陕北
黄土高原上的革命大团结。
从此之后，团结统一便成了党
内关系的基调。

“长征是一次解放。长征
既打破了地域上的隔绝状态，
又解除了人们心理上的桎梏，
使人们的思想从古老、狭隘的
乡土观念中解放出来，在人们
面前展现了国土之辽阔，揭示
出民族精神遗产之博大。”美
国学者哈里森表示，长征塑造
了一代新人。广泛团结一切
力量的共产党，在这样一次伟
大的壮举中，成为了中国人民
的中流砥柱，成为了领导中国
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

蓬勃生命力
根植于人民，勇于自我革命

长征胜利后，新局面打
开。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
在陕西甘泉象鼻子湾向随行
部队提到，“留下来的是中国
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
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
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
当百、当千。”他们构成了领导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新
中国建设，甚至领导开辟改革
开放历史新时期的骨干。

这些革命的骨干力量，也
让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顽强、
蓬勃的生命力。2016年出版
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中谈
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军
事力量：“长征的胜利表明，中

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
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
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
不可战胜的力量。”

走过百年，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的奇迹。如今，我国已经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脱贫攻
坚成果举世瞩目，建成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人
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提升。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永
葆蓬勃的生命力？吉林师范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韩
强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明确
自己为人民而立、因人民而
生，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
为根本宗旨。根植于人民，这
种坚定初心的定力，使得共产
党永葆生命力。此外，还在于
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

韩强提到，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勇于自我
革命的历史。百年来，共产党
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就是发
扬勇于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加
强自身建设的历程。历史充
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
大的政党。“即使取得如此巨
大的成就，共产党也没有任何
骄傲和自满，而是始终居安思
危，对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保
持十分清醒的认识。”韩强表
示，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通过自我革命搞好自
身建设，共产党就能团结带领
人民不断取得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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