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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
考”。6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
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习近平 2013 年 7 月 11 日在河北西柏坡的讲话

1949 年 3 月 23 日 上 午 ，西 柏 坡 ，春 风

杨柳。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

前 往 古 都 北 平 。临 上 车 ，毛 泽 东 对 周 恩 来

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

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

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经 过 28 年 的 浴 血 奋 斗 ，革 命 接 近 成

功，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已指日

可待。此时此刻，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段对

话值得玩味。

毛周“赶考对”中，使用了两个典故。

一个是“进京赶考”。“进京赶考”是科

举年代一个词。1905 年，中国废除了科举，

经历 1200 余年的“进京赶考”一词，随之被

废弃。这个词废弃 40 多年后，毛泽东把共

产党入主北京面临的执政考验，称为“进京

赶考”。一个几乎死掉的词，被毛泽东的魔

杖点化，起死回生。毛泽东在思考革命成功

之后如何“执政”，如何在“进京赶考”中“考

个好成绩”的问题。

另一个典故是“决不当李自成”。明朝

末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艰辛奋战 18
个春秋，于 1644 年打下天下，进京称帝。起

义军进入北京城之后，花天酒地，沉迷享受，

李自成的屁股还没有把宫殿里的龙椅暖热，

仅仅坐天下 42天，就丢了江山，仓皇离京，又

被一路追杀，直到灰飞烟灭。毛泽东认为，李

自成是“考”砸了。毛泽东多次用李自成这个

例子，告诫全党同志，“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

利时骄傲的错误”，“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

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去北平的路上，毛泽东在涿县见到“四

野”参谋长刘亚楼。毛泽东说：“十年未见的

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刘亚楼一时

没有反应过来，毕竟“进京赶考”这个词太

“陈旧”了。一旁的周恩来连忙解释，刘亚楼

一听，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一定能考出个

好成绩。”

毛泽东用“进京赶考”这个老词提醒即

将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者。

“进京”是什么意思？就是从打江山到

坐江山，从“在野”变成“在朝”，由革命党走

向执政党。“赶考”是什么意思？就是参加考

试。考试的考场，就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的中国国土；考场的考官，就是中国人民；

考试的内容，总的题目就是如何执政？如何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以“赶考”为命题，开启了中共

千秋大业的有力程序。

进京第一站：颐和园

3 月 25 日上午，毛泽东乘坐的火车徐

徐停靠在北平清华园站。

没有欢迎仪式，没有夹道迎接的人群。

据毛泽东秘书叶子龙回忆，有关人员曾经

准备在党中央入城时组织一个气派的欢迎仪

式和盛大的庆祝大会，被毛泽东否定了（《叶子

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车 站 像 往 常 一 样 ，熙 熙 攘 攘 ，人 来 人

往。谁也没有注意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

一行，从这里悄然进京。毛泽东下了火车，

改乘汽车，直接来到颐和园。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乾隆十五年（1750
年）建 成 。1860 年 ，清 漪 园 被 英 法 联 军 焚

毁 。光绪十四年（1888 年）重建，改名颐和

园。1900 年，颐和园遭八国联军的抢掠，园

内的珍宝被洗劫一空。清朝灭亡后，颐和园

在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得到

很 好 的 保 护 ，园 子 日 渐 破 落 。卢 沟 桥 事 变

后，颐和园管理松弛，园景荒废。这期间，为

了解决管理经费不足的难题，颐和园中的

许 多 房 屋 出 租 。袁 世 凯 的 长 子 袁 克 定 自

1937 年 卢 沟 桥 事 变 后 就 租 住 其 中 的 清 华

轩，一直住了 12 年。1949 年 1 月 31 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进入北平城，

接管防务，同时接管了颐和园。颐和园万寿

山东山坡上有个景福阁。1949 年 2 月，叶剑

英、李克农等人与傅作义的和平解放北平

谈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毛泽东进入颐和园后，提出散散步。

3 月 下 旬 的 园 子 ，春 光 明 媚 ，碧 波 荡

漾 ，柳 丝 泛 绿 ，还 有 一 些 鸟 在 林 子 里 鸣 叫

着，一派生机。春天的发生，消解了颐和园

破败的景象。

毛泽东顺着画廊走到昆明湖边。他走

着走着，忽然停下步子，问道：“公园里怎么

没有游人啦？”此时，偌大的公园空空荡荡

的，没有一个游人。

中央社会部的一位同志回答说：“为了

首长的安全，今天公园不开放。”

北平刚刚和平解放，社会治安十分复

杂，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街头经常

发生打冷枪的事。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为了

保证领导人的安全，提前对颐和园里的游人

进行了清理。袁克定就是这时候被清出颐和

园清华轩的，据说他出园时因为付不起拖欠

的租金，只得用收藏的珍玩作为抵押。

毛泽东听说把游人赶走是为了安全，

很不高兴。他说：“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

像什么样子。好了，不游了！不游了！”

这是《叶子龙回忆录》中的记述。这天

的情景还有另一个版本，毛泽东卫士长李

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五年》（河北人

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一书说，毛泽东发脾

气了——

当工作人员解释说清理游人是为了安

全时，毛泽东大声地说：“你蠢么！你把水全

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

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毛泽东从井冈山开始就把中国共产党

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人民军队与人民群

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他说：“失去了

群众，就像鱼失去了水。”“我党没有人民，便

等于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他还

说：“人民军队同人民是鱼水不能分离的。”

中国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

党，把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毛泽东具

有强烈的群众观点和人民意识，他强调“进

京赶考”，“考场”的“考官”是人民群众，“阅

卷”者也是人民群众。所以当他看到公园没

有游人、没有群众时，很不高兴，不游园了。

工作人员把毛泽东领到益寿堂休息。

益寿堂位于颐和园万寿山东部半山腰

处，紧邻景福阁，是一座传统的中国北方四

合院住宅式风格建筑。它始建于光绪年间，

是当年慈禧太后游览景福阁时用膳、更衣

及休息的地方。

为什么选择益寿堂作为毛泽东进入颐

和园的落脚点？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在景福

阁与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对这一带的地

形、社情、敌情相对熟悉；益寿堂这个独立

的院落相对比较整齐干净，半隐于凹凸山

石和茂密的树林之中，有利于保密和安全

工作。还有，就是这里离西苑机场比较近，

下午将在那里进行阅兵。

进京第一顿饭：芝麻烧饼

益寿堂里的房间里冷得够呛，连个火

炉也没有。

快到中午了，毛泽东说：肚子饿了，搞

些吃的来。

在毛泽东来颐和园之前，工作人员来

打过前站，可是没有人想到还要吃中午饭，

没有人准备午饭。

叶子龙一听毛主席说饿了，连忙生火

做 饭 。旁 边 房 间 里 有 个 煤 炉 ，上 面 落 满 灰

尘，显然是很长时间没有生火了。叶子龙在

延安、在西柏坡，都是用柴灶做饭，从来没有

见过这种铁煤炉，更不知道怎么使用。他先

把煤块放进去，再把木柴放在煤上面，然后

把一些废纸点燃放在木头上⋯⋯结果是，弄

得满屋黑烟，一脸煤黑，也没有把火生着。

毛泽东刚才为见不到游人生气，现在

又看到叶子龙等人连个炉子也不会弄，一

口热水也喝不上，对叶子龙发脾气说：“你

们怎么连炉子都生不着？统统撤职！”

叶子龙一看毛主席气鼓鼓的，一时间

也无法做饭，连忙跑出去，跑到颐和园外面

的小摊上，买几个芝麻烧饼和几块熟肉。他

拿着熟食回来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把煤

炉子生起来了，水也烧开了，阴冷的屋里变

得暖洋洋的。叶子龙连忙把烧饼和熟肉放

在炉子上烤。

毛泽东跟几位工作人员围炉而坐，他

从煤炉上拿起一个烤得焦黄的热烧饼，掰

开，没有筷子，就下手抓几块肉，夹在烧饼

里。这时候，毛泽东高兴了。他说：“子龙，你

很会采购嘛，这是京城的名吃呢。我 30 年

前在北京时，经常吃的。”

一个烧饼化解了毛泽东的不快，引发

毛泽东对 30 年前往事的回忆。

这 是 毛 泽 东 3 月 25 日 这 天 第 二 次 说

“30 年前”。上午进京看见北平的城墙时，

他就无限感触地说：“30 年了，30 年前我为

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

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

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

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

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五年》）

毛 泽 东 1918、1919 年 两 次 来 到 北 京 。

第一次到北平，最初几天，他住在老师杨昌

济家里，跟看门人住在一个小屋子里，不久

他与几个同学一起在三眼井租房居住。毛

泽东曾对埃德加·斯诺回忆说：“我自己在

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

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 7 个人合住在一个

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

没 有 。每 逢 我 翻 身 都 得 预 先 警 告 身 旁 的

人。”住的条件如此艰苦，不可能吃得很好。

估计偶尔能够吃个烧饼，印象深刻。为了在

北平生存下去，毛泽东请杨昌济帮忙，杨昌

济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信，李

大钊安排毛泽东到图书馆打工，做佐理员，

每月 8 块大洋。毛泽东说：“我的职位如此

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

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些

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

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

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

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

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方口音

的图书佐理员所讲的话。”让毛泽东开心的

是，他在这里结识了李大钊等人，还可以见

到杨昌济老师的女儿杨开慧。

1919 年 年 底 ，毛 泽 东 第 二 次 来 到 北

平，住在北长街那座古老的福佑寺里。他在

福佑寺里的一条香案上，反复阅读《共产党

宣 言》等 马 克 思 主 义 著 作 。毛 泽 东 对 斯 诺

说：“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

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

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

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

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三

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中文印

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

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1920 年夏，我

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了马

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一次，他在北平住

了 4 个月，和杨开慧建立了恋爱关系。

转眼之间 30 年，毛泽东从一介书生，

到大党领袖，三军统帅；从不被人放在眼里

的图书馆佐理员，到万众瞩目的风云人物。

沧海桑田，所以毛泽东围着煤炉子吃烧饼

时，不胜感慨。

进京第一场公务活动：
西苑阅兵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的第一件大事就

是在西苑机场阅兵。

西苑机场系日本侵略军 1938 年修建，

当 年 投 入 使 用 ；又 经 过 几 年 的 后 续 建 设 ，

1940 年 11 月全部建成。这里是侵华日军的

重要运输枢纽。日军还在机场周围几公里

范 围 内 修 建 几 十 个 碉 堡 ，负 责 机 场 安 全 。

（如今，这些碉堡都拆除了，只剩下一座，在

颐和园西边的北坞公园里，它是西苑机场

起降跑道北向延伸制高点的控制碉堡，当

年这里住着一个班的日军。）1949 年 1 月 31
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北平宣告解放。

解放军立即接管西苑机场。

3 月 25 日 下 午 3 点 ，周 恩 来 从 西 苑 机

场赶来，说那边已经准备就绪，请主席过去

阅兵。

为了组织好这次阅兵，林彪、罗荣桓、

聂荣臻、彭真、叶剑英、刘亚楼、程子华等党

政军首长专门研究，决定由平津前线司令

部参谋长刘亚楼担任总指挥。参加的部队

主 要 有 警 备 北 平 的 四 十 一 军 3 个 英 雄 团

（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

雄团）和连以上干部，还有一个步兵团、两

个炮团和一个坦克营及一些英雄功臣模范

代表。平时不太过问具体事务的毛泽东对

这次阅兵特别强调：“党中央进北平，这是

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

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

计划好。”

《毛泽东年谱》记载：下午 5 点，毛泽东

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

在北平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

人士 1000 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部队。

这是毛泽东首次在北京阅兵。

当毛泽东出现在西苑机场时，早已等候

在那里的工人、农民、学生等各界代表 1万余

人，立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毛泽东

与各界代表一一握手。军乐队高奏起雄壮的

《解放军进行曲》。50门六○炮发射 500发照

明弹，作为“礼炮”，天空顿时一片灿烂。

阅兵式开始。毛泽东头戴军帽，身穿皮

毛翻领棉军大衣，乘坐敞篷吉普车检阅部

队。受阅官兵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朱总

司令万岁！”毛泽东时而挥手致意，时而向

部队敬军礼，时而向指战员们问候：“同志

们好！同志们辛苦！”阅兵总指挥刘亚楼陪

同毛泽东乘坐在第一辆车上，不时向毛泽

东介绍受阅部队情况。

毛泽东看到随风飘扬的“塔山英雄团”

战旗，感慨道：“这就是锦州战役作战的那

个部队啊！”车慢慢停下，陪同检阅的刘亚

楼介绍了这支部队和这面战旗的由来。毛

泽东凝视着这面血染的战旗，向战旗敬礼。

阅兵结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

时等领导人，在叶剑英、彭真的陪同下，与

前来欢迎的 160 多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

体领袖会面。

傅 作 义 将 军 握 着 毛 泽 东 的 手 感 慨 地

说：“方队威武雄壮，气宇昂然。解放军不愧

是一支无坚不摧的胜利之师。”

参 加 会 见 的 民 主 人 士 中 有 马 叙 伦 先

生，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缔造人和

首位主席。他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拥有自己

的军队提出过意见，一度主张“共产党不一

定要军队 ”。1946 年 6 月 23 日，以马叙伦、

雷洁琼为首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去南京

国民政府和平请愿时，在下关火车站被特

务袭击,马叙伦等被严重殴伤，史称“下关

事件”。这次事件使民主人士进一步看清国

民政府坚持内战的真相，马叙伦对周恩来

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我

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支

弹药，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

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马叙伦通过自

己的亲身经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军队的重要性。所以，他受邀参加西苑阅

兵，这里面意味深长。

毛泽东接见各界人士时，发表了简短

的演说：“先生们，朋友们，人民解放军指战

员同志们：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的胜利，过

几天南京政府将派代表团来北平。我们的

意见是，国民党必须答应我们提出的八项

谈判条件。”“现在，虽然国民党已经做好了

打的准备，我们也迟早要渡过长江去。但只

要国民党接受八项条件，我们还愿意坐下

来谈判。”“不管是和也好，打也好，我们今

后的主要任务，将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

各位老先生和我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今

后，共产党还将和以前一样，同诸位一起建

设新中国！”（李春发：《新中国成立前后毛

泽东大阅兵写真》）

西苑机场阅兵是中国共产党人定都北

京的奠基礼，是开国典礼的一个序曲。

检阅之后，毛泽东乘车去香山双清别

墅。在车上，毛泽东对叶子龙说：“现在可以

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

部已经进入北平了！”

叶子龙马上把毛泽东的指示报告周恩

来。新华社立即播发了党中央、毛泽东进驻

北平的消息。

《北平解放报》3 月 25 日傍晚出版了一

份 号 外 。号 外 上 刊 登 着 毛 泽 东、朱 德 的 头

像，号外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于 3 月 25 日迁至

北平》，全文是：“【新华社北平 25 日电】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部已于本日迁来北平工作，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毛 泽 东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总 司 令 朱

德，中共中央其他领袖刘少奇、周恩来、任

弼 时、林 伯 渠 等 ，均 于 本 日 下 午 四 时 许 到

达北平。”

新华社这条消息，立即引起全北平乃

至全世界的关注。

进京第一次请客：
宴请民主人士

25 日晚上，毛泽东再次来到颐和园益

寿堂，代表中共中央在这里宴请全国各地

前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民

主人士。

与各党派合作，与民主人士合作，结成

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

“三大法宝 ”之一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

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其中第五条是：“各

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

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

开启了与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华章，受到

各民主党派的欢迎。

为了与民主人士协商建国，毛泽东分

别给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写信，邀请他们

“北上”，到解放区，拟定共同纲领，讨论建

国事宜。当时，蒋介石对民主党派压得太厉

害，它们无法生存，大多把总部设在香港，

许多著名人士都聚集在香港。从 1948 年秋

开始，在中共地下党的掩护下，将数百名民

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从香港分批护送到东

北。许多民主人士都是几经周折甚至冒着

危险来到北京的。

1949 年 1 月 22 日，各民主党派和著名

民主人士 55 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

见》，郑重声明：“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

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

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

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第一次以共同声

明的形式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

斗。这个声明充满欣喜之情。至此，中共与

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形成了

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局面。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各民主党派及

民主人士汇集到了北平。

毛泽东进京第一天晚上，和周恩来、李

维汉（罗迈）一起，宴请部分民主人士。

被邀赴宴的有：郭沫若、沈钧儒、章伯

钊、谭平山、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张奚

若、许德珩、张东逊、俞寰澄、张志让、黄炎

培、盛丕华、章乃器、彭泽民、马叙伦、蔡廷

锴、李济深等。

柳亚子在日记中写道：“夜，毛主席派

车来迓，赴颐和园饭局，共两席，主人外余

与叔老、鼎堂、初老、奚若、德珩（许）、东荪、

寰老、季龙、任老、丕老、乃器、衡老、伯钧、

泽老、夷老、平老、贤初、任潮、恩来、罗迈，

共二十人。饭罢，冯夫人来，坐谈至一时半，

始乘车归，抵寓已二时许矣。”

沈钧儒在日记中记载：“晚，与柳亚子、

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许德珩等应毛泽

东、周恩来、李维汉等邀，至颐和园益寿堂

赴宴。”

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夜，毛主席招

餐郊外，被邀者二十多人，餐毕，谈和战问

题，谈至一点半。”黄炎培是 3月 23日这天从

天津抵达北平的，正好赶上阅兵。他 1945 年

7 月访问延安，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在重庆

出版，初版两万册在几天内被抢购一空，他

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

话，后来被称为“窑洞对”，影响巨大。

为了接待好民主人士，有关部门请来

了六国饭店的厨师。益寿堂没有做饭的条

件，饭菜都是从北京饭店“点”的“外卖”。

这天晚上，毛泽东与这些民主人士具

体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翔实的记录。黄炎

培日记中写的“谈战和问题”。这应该是这

天晚上的主要话题，自然包括邀请各民主

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个题

中应有之义。

在益寿堂宴请近 20 位爱国民主人士，

共商国是，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

线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开启了多党合作建

立新中国的模式。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最终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为了保障中央领导宴请民主人士时的

安全，负责保卫的工作人员在益寿堂附近

的地域严密布防，战士们（其中包括毛泽东

的儿子毛岸英）手挽着手，对附近的山坡、

道路等建筑用拉网的方式进行了严密的检

查。（颐和园管理处：《颐和园导览》，中国旅

游出版社 2008 年 4 月版）

晚宴结束后，已是子夜时分。毛泽东乘

车转移到香山公园内的双清别墅居住。当

时，毛泽东乘坐的小汽车是辆破车，上山的

半道上，车坏了，又换了辆吉普车，才开到

双清别墅。

从这一天开始，中央机关在香山办公，

吃 住 在 香 山 。为 了 保 密 ，对 外 叫“ 劳 动 大

学 ”。名 字 中 间 往 往 隐 藏 着 复 杂 的 历 史 信

息。“劳动大学”这个词产生于延安。这个具

有鲜明中国共产党标识的词语，彰显共产

党人推崇劳动和劳动人民。

回首毛泽东“进京赶考”第一天，他的

活动和话语涉及：人民军队、统一战线、人

民群众、劳动大学⋯⋯这或许是历史的巧

合 与 偶 然 。偶 然 中 自 有 其 必 然 。这 些 关 键

词，也许正是“进京赶考”的关键词。

时间开始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

党人开始走进考场⋯⋯

“进京赶考”第一天
□ 胡松涛

1949 年，政协筹备会常

委 合 影。左 起 第 一 排 ：谭 平

山、章伯钧、朱德、毛泽东、沈

钧儒、李济深、陈嘉庚、沈雁

冰；第二排：黄炎培、马寅初、

陈叔通、郭沫若、蔡廷锴、乌

兰夫 ；第三排：周恩来、林伯

渠、蔡畅、张奚若、马叙伦、李

立三。 人民视觉供图

编者按 “赶考”，是1949年中共中央进京前，毛泽东同志打的比喻。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这个比喻，并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
是阅卷人。”今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现
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
路。”新的赶考已经开始，本报特刊发本文，重温“进京赶考”第一天。中国共产党面临
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这
要求我们以“赶考”之心，答好每一道时代考题。

6 月 21 日，北京颐和园益寿堂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揭牌，颐和园公布三条不同特色的“红色游

览路线”。 人民视觉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