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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现井冈山会师的雕像和壁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孔斯琪/摄

“红旗一定能够打下去”

“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军队经过了磨炼不断成长，孕育形

成具有原创意义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大

学原特聘教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

专家陈钢说，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

良革命传统的源头之一，可以找到很多鲜

活、丰富、扎实的史料印证。

例如“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

新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仍思想

坚定，相信中国革命必须另辟蹊径，理想是

“可望也可及”的。于是，在永新县三湾村，

他领导进行三湾改编，为新型人民军队的

建设奠定基础，这才有了后来井冈山红色

政权的建设；1927 年 10 月，朱德在率南昌

起义余部转向赣南山区途中进行“赣南三

整”，围绕革命理想进行思想教育、组织整

顿、军事训练，部队面貌为之一新。

陈钢介绍，1928 年 7 月中旬，国民党在

永新集结 11 个团的兵力，准备彻底清剿红

军。毛泽东率红四军三十一团广泛发动数

万名群众，将敌人 11个团围困了 25天；黄洋

界保卫战打响时，老百姓削竹钉、挖陷阱、修

战壕，和战士们并肩作战。这些例子充分体

现了“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

斗争精神和智慧。

“很多老红军回忆，在井冈山上，军民

中 存 在 一 种 乐 观 、向 上 、探 索 、攀 登 的 精

神。”在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青年教师贾硕看来，井冈山斗争时期，有

“红旗一定能够打下去”的坚定信念，有革

命者的担当和智慧，有军民共克时艰的案

例，这些都是井冈山精神最好的印证。

1965 年 5 月，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时

说：“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

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
体现在每个生活细微处

随着暑期到来，井冈山红色旅游迎来

热潮。在井冈山小井红军烈士墓前，12 岁

的少先队员余梓洋身着小红军服装，声情

并茂地为游客讲解。

义务讲解，余梓洋已坚持 7 年。她的母

亲陈平梅是红军烈士谢桂标的后人。30 年

间，陈平梅只做一件事——“打捞”井冈山

红色歌谣和革命故事。从小，梓洋帮妈妈校

稿，潜移默化接受红色教育。

6 岁时，她主动要求出去讲解，陈平梅

会为女儿写好讲解词。“那时，我其实不太

懂井冈山精神代表什么，只是纯粹去讲。”

余梓洋回忆。

2018 年 ，当 地 组 建 小 红 军 宣 讲 团 ，余

梓洋担任小团长。她在家人和老师指导下，

学会在讲解中运用手势和表情，开始了解

每个故事背后的精神。

前些天，余梓洋反思，小井红军烈士墓

讲解词的基调过于悲伤，小朋友们可能听不

进去。她独立完成稿件修改，用感情色彩激

扬的话语作结尾，融入国家发展的新例子。

她觉得，井冈山精神看不见、摸不着，

但践行井冈山精神不能空喊口号，要体现

在生活中每一个细微处。

这些天，在井冈山茨坪毛泽东故居，32
岁的毛浩夫一遍遍给学员讲解“艰苦奋斗

攻难关”原创课程。他是江西干部学院、井

冈山市委党校特聘教师，曾在英国留学。他

的爷爷是井冈山原博物馆馆长毛秉华，50
年如一日宣讲井冈山精神。

一次，毛秉华在新闻中看到一幅红军

渡河的油画，他意识到，画上的部队可能是

从井冈山走出去的。于是，毛浩夫陪爷爷去

北京寻访、填充史料。进了部队展馆，第一

幅画就是《井冈山会师》，这让毛浩夫心生

感动，坚定了传播红色故事的信心。

2018 年 ，毛 秉 华 去 世 ，毛 浩 夫 接 过 爷

爷的接力棒。他结合专业背景，开发红色经

济课程，介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农业、工

业、商业知识和经济规章制度。

“还原历史的温度，说出历史对现实的

意义，这是宣传井冈山精神的要领。”毛浩夫

认为，井冈山精神不仅存在于教学语言中，

还闪耀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面。在基

层寻访时，他见证了许多小山村通过红色旅

游致富，这些生动的故事融入了他的宣讲。

红色精神滋养每一颗
不服输肯干事的心

每天，43岁的全国人大代表、茅坪乡神山

村党支部副书记左香云在4个角色间来回“切

换”。早上游客进村，他是导购员，热情介绍竹

筒产品；中午，客人在他家农家乐用餐，他化身

服务员，端上农家菜；下午，他脱下围裙当起讲

解员，向游客讲村里的变化。此外，他还要处理

村中事务，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左香云是土生土长的神山村人。2000
年年底，曾外出闯荡的他回家乡做起木弹

弓加工生意。

2015 年，全村只有 54 户人家，21 户是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村 民 人 均 年 收 入 不 足

3000 元。左香云感叹：“神山村何时能吃上

‘旅游饭’，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2016 年 2 月 2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到

神山村，看望慰问贫困群众，和大家共商脱

贫攻坚之策。

有了方向，干群齐心。神山村推广黄桃

种植，进行道路拓宽、旧房改造。2017 年，左

香云牵头成立神山村旅游协会，统一服务标

准，统一建农家乐配套设施。并改建红军小

道，打造精品线路。当年，神山村脱贫“摘帽”。

现在，越来越多“逃山”的年轻人回村

开民宿、卖特产、打糍粑，村民们将“糍粑越

打越黏，生活越过越甜”的口号挂嘴边。

神山村位于黄洋界脚下，左香云的曾祖

父左桂林曾是红四军通讯员，在战斗中牺牲。

“想想革命年代多苦，我们在创业干事

过程中，也体会过苦涩。但在红色精神滋养

下 成 长 的 我 们 ，有 一 颗 不 服 输、肯 干 事 的

心。”左香云说，革命老区的年龄老了，但革

命精神与时俱进，这激励一代代年轻人用

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90多年前的原创精神“燃”到今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墙上，挂着一
块泛黄的红布条，上书“牺牲个人，言
首泌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
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24
个字中 6 个错字，这是永新县北田村
贫苦农民贺页朵受到感召、参加革命
后写下的入党誓词，也是我党现存最
早的一份入党誓词。

多年来，各个年龄段的讲解员都
曾在此驻足，讲述一位普通群众坚定
的革命信仰，带人们重回那段艰苦卓
绝的革命岁月。

井冈山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
的罗霄山脉中段。94 年前，中国共产
党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在这里创建了中
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工农
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从此，井冈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
的山，它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 史全伟

1929 年春，正在莫斯科学习的刘伯
承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
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文
章后，备受鼓舞，无限感慨地对同学屈武
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这篇文章打开了我的眼界，增强了
我的信心。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
的。而从《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中又
可以看出，国内的斗争还是非常困难的。
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
东、朱德一起去战斗！”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
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面临被敌人瓦
解甚至消灭的严重危机。此时，要不要坚
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亟
须解决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高举起革
命的旗帜，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到挫
折后，毅然引兵井冈山，到农村去创建革
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井冈山斗争是在艰难困苦中奋勇前
进的。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全国革命
的低潮，激励起幼年中国共产党的抗争
意识；白色恐怖的四面包围，政治上的孤
立无援、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日甚一
日，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衣不得
暖、食不得饱的艰难困顿，激发出红军将
士万死不辞、一往无前的奋斗意志。井冈
山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的。

“坚定执着追理想”是井冈山精神的
灵魂。井冈山斗争既有胜利与辉煌，也有
低迷与挫折，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之所
以在胜利中奋进、在挫折中奋起，理想信
念起到引领和支撑作用。在井冈山斗争时
期，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慷慨赴死，短短两年零4个月里，牺
牲近5万人。正是无数的共产党人坚定“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井冈山军民用鲜
血和生命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
火，才能在“四面白色政权包围中”自强不
息、百折不挠，历经艰难奋战而不溃散。

“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
核心。大革命失败后，摆在共产党人面前
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革命道路的
选择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在此
危急关头，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勇于闯
出中国革命新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指导，率领根据地军民，以“敢为天
下先”的英勇气概，经过艰苦卓绝的根
据地建设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开辟
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
权”的正确道路。正是由于有了井冈山
道路的思想指引，中国革命最终才一
步步走向成功！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
基石。为了扑灭革命火种，国民党反动派
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上“围剿”、
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妄图把红军饿死、困
死、冻死在山上。但共产党人没有被艰苦

的生活和极度的困难吓倒，毛泽东等红军领
导人与官兵同甘苦共患难，领导井冈山军民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超乎常
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一切
不可想象的艰难与困苦，粉碎了敌人的军事
进攻和经济封锁，让“边界红旗始终不倒”，奠
定了井冈山精神诞生的基础。

“依靠群众求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根
本。井冈山斗争史就是一部依靠群众求胜
利的历史。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一
开始就把“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的三大任
务之一，加强群众纪律，真心实意为群众谋
利益。随着土地问题和其他各种问题的成功
解决，井冈山根据地内渐次形成了“唤起工
农千百万，同心干”的生动局面，中国共产党
和工农红军在根据地也逐步站稳了脚跟。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
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
空的井冈山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井冈
山精神科学内涵的概括，为新时代弘扬井
冈山精神指明了路径。

“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
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是一个国
家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精神动力。
弘扬井冈山精神，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始终
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深刻认识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
线，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前提与基础。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
的问题。弘扬井冈山精神，必须坚定不移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
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
优良传统。弘扬井冈山精神，必须增强忧患意
识，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本色，始终保持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战斗姿态，统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依靠群众”体现了党的性质与宗旨，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
标志。弘扬井冈山精神，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
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研究馆员）

伟大实践孕育井冈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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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井冈山精神不但具有鲜明的红色气

质、青春气质，且具有很强的原创意义、启发

价值，还有丰硕的实践成果，值得永久铭记

和代代传承。”研究井冈山斗争史、从事青少

年红色教学多年，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青年教师、团委副书记贾硕感觉

自己对井冈山精神的理解越来越深刻。

““井冈山斗争的历史时期不长井冈山斗争的历史时期不长，，根据地根据地

面积不算大，但它就像是革命的摇篮，代表

了一种希望、一面旗帜。”贾硕说，井冈山精

神是老一辈革命家用青春书写的，那段历

史和当下年轻人的精神气质很“合拍”。

当时，井冈山的革命者非常年轻，红军战

士吃红米饭、南瓜汤，翻山越岭挑粮食，自己动

手创建被服厂、医院。这里办起的党团训练班，

条件也非常艰苦，房顶漏雨、墙壁透风，大家

席地而坐，用竹笋的笋壳做本子，用木炭条

做笔。冬天太冷，大家靠跑步暖和身子。

“那时候，在极端的困难面前也会有些

‘畏难情绪’，面对强敌的进攻，偶尔也会打

败仗。”贾硕由此联系到当代年轻人亦是如

此，很多人就业初期都是艰苦的，有的创业

路上布满荆棘。“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红军

战士面临生活、爱情、事业、亲情的考验和

选择，甚至不被家人理解。红军战士陈毅安

写给妻子的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怕听

潮水澎湃的怒潮声，也怕看船头晶晶似的

明月’。读起来就像现在年轻人给女朋友发

的微信，文艺范、浪漫。这与今天的年轻人

面临各种选择时的心态很相似。”

先辈们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成就了他

们的精彩人生。贾硕认为，井冈山精神能指

导年轻人怎么走好今天的路，“坚定执着追

理想”就是年轻人要有的精神信条。

他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从井

冈山走出去的红军战士已经 50 多岁了，他

们又被分配到国家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有

人去搞外交，有的去从事军工，还有人去搞

经济生产，这些打了一辈子仗的人重新学

习、继续奋斗、无怨无悔，这就是有意义的

选择。这也告诉青少年，不能随波逐流，要

思考和寻找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这 些 年 ，有 一 个 现 象 让 贾 硕 很 欣

喜 ——越来越多年轻面孔来井冈山学习，

“我讲述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英雄人物、辉煌

事迹时，很多人会围上来问问题，这说明他

们听到心里去了。”

“红色气质”与春青合拍

学员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接受仪式教育。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供图

红军后代、小红军宣讲团团长余梓洋含泪讲解。

受访者供图

“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
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
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
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2 月在江西考察
时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