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小时候见过一双手， 非常有力。 走
累的时候， 那双大手很轻易就把他给拎到
背上， 背着他走过村头的老榕树， 推开一
扇旧木门， 点亮一盏煤油灯。

读小学的时候， 他见过那双手， 在村
头的老榕树下很坚定地挥动。 那双手的主
人用坚定的语气对乡亲们说： “我当上村
支书是乡亲们的信任。 既然乡亲们信任，
以后， 大伙儿就跟着我， 跟着我们村的党
员们， 在党的好政策下， 团结一心， 把山
开了， 把水拦了， 山前山后都把果树种好
了， 田头田尾都把粮种实了， 日子就一定
能够过好！”

在那双有力的大手后， 是站成一排的
村里的十多个党员， 前面， 是黑压压一片
对幸福生活热切期待的人群。

以后的日子， 他见过那双手， 带领几
百双手， 起早贪黑地摸进山里， 一把土一
块石头地开路； 在田头的水坝上， 没日没
夜地干起来； 路通了、 水利搞好了， 那双
手又带着几百双手， 在荒山的坡头忙碌起
来。 等到收获时节， 母亲心痛地握着那双
手： “你看， 这些年， 你为的是啥啊？ 一
双好好的手， 现在又黑又粗糙！”

山头绿了， 河水清了， 果实飘香了，
许多旧草房已变成小楼房。 村子里到处都
是笑声， 到处都是快乐。 那天， 在县城读

高中的他， 回到村子里， 却听不到笑声，
见到的村民欲言又止。 他一路狂奔， 在家
里， 他看到那双鲜血淋淋的手。 老村长老
泪纵横： “昨天晚上， 泥石流来了， 都是
为了救人啊……”

因为救治得及时 ， 对留下的一只左
手， 村民们反而更加信任与支持。 在那一
只左手的带领下， 村里又多了10多双在党
旗下宣誓的手。

他高中毕业了， 考到了省城读大学，
后来留在了省城工作， 有了妻子和孩子。
有空的时候， 他常对孩子说起， 那一双手
的故事， 说起为何一双手只剩下那一只左
手。

很多年过去， 回家的时间少了 。 那
天， 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赶回家
的时候， 看到那一只仅剩的左手， 已是枯
木一样无力。 他抓紧那只手， 与乡亲们一
起轻声呼唤。 那只手动了一下， 然后， 干
皱的脸上眼睛微睁， 嘴里含糊地说着一些
什么 。 他近前 ， 听到 ， “孩子 ， 我是党
员， 这辈子， 没给共产党员这个字眼丢过
脸。 你也要记着， 永远记着， 你不要给我
丢脸， 不要给党丢脸……”

他把那无力的手捧在怀里 ， 泪水滑
落， 大滴大滴地落到那铁黑色的左手上，
落在那历经沧桑而归于宁静的掌心上。

儿时， 我在
阿婆神奇的信天

游古调里长大 ，
百遍千 遍听 不

厌 。 没见 过爷
爷 ， 但 听 阿婆

说， 爷爷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 当了半辈
子羊倌， 很唱得几首信天游， 方圆几里颇
有名气。 年轻时 ， 爷爷在羊吃草的荒沟
里， 救了一个受伤昏迷的妹子娃， 后来她
成了我的阿婆 。 来不及听阿婆的 “再后
来”， 我早已睡意蒙 ……

懵懵懂懂中看过《红高粱》以后，我似
乎有些明白了： 信天游孕育了黄河先民日
息耕作的力量。

1952年，爷爷战死在抗美援朝的沙场，
那年，父亲才出生。从此，信天游成了父亲
的童谣，那是爷爷的根。

多年后， 阿婆一直唠叨着生平两大憾
事： 一是爷爷生前， 不该嘲笑她是落后分
子；再者，就是爷爷至死也不知道当年被他
救起的女子，其实是妇救会的地下党员。

阿婆总说父亲的倔强随了爷爷的根，
而且性格上多了些不安分。我两岁那年，恰
逢渭河百年不遇的干旱， 村头庄稼颗粒无
收， 高中毕业的父亲作为村里最有文化的
读书人，再也无法坐看家徒四壁的日子！走
西口， 成了父亲在生存与无奈中最后的抉
择。任凭阿婆哭得泪花花个人儿，父亲还是
天没亮就走了。

千年的西北风， 镌刻出黄土高原的苍
凉，裸露的山脊，雄浑如秦川汉子的胸肌。
山，是风不朽的信仰；风，是山潜移默化的
力量。

春往秋来 ， 燕去雁归 。 某天 ， 山那
边远远传来一阵 “突突突” 的声音。 夕阳
下， 一辆农用拖拉机缓慢地爬行在山梁的
脊线上……这是父亲在我儿时记忆中最初
的印象。出门两年，听说村里承包到户了，
父亲用搞副业挣下的钱， 买了辆农用拖拉
机，他用果敢与勤劳赢得乡亲的赞扬，当上
了村里的党支书。

时光荏苒。2003年正值我大学毕业前
夕，一场突然袭来的非典席卷全国。在这场
生与死的较量中， 我看到了无数共产党员
前赴后继的身影， 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
民族新的长城。 身为北京大学实习医生的
我，亲眼看到自己的老师累倒在病房，鲜活
的事迹让我再次读懂生命的意义。

信天游， 曾经唱响了阿婆原始安逸的
幸福，也唱响了翻身农民保家卫国的号角。
父辈不屈不挠的追求， 曾经守望了一家温
饱的幸福， 也守望了一辈子对城市生活的
向往。虽然，城市已经不再是山里山外一段
遥远距离的符号， 但我依旧能感受父亲跋
山涉水的信念与担当。今天，在信天游的歌
声中，我眺望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向往。

是的！ 那是祖辈根植在我血脉中不眠
不休的信仰，它在党的阳光下，正喷薄出一
个国家与民族的力量！

征文选登

■邓鹏翔

■叶 子

思想者
THINKERS

2 Ｔｅｌ： ０１０－６４０９８335 Ｅ－ｍａｉｌ押sixiang＠ｃｙｄ．ｎｅｔ．ｃｎ２０１1年7月11日 星期一 中青在线： WWW.CYOL.NET本版编辑 ／聂北茵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 回顾历史
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我们确实有很多的辉
煌可以记忆，又有更多的伟大应该重温。胡
锦涛总书记所讲的“三件大事”堪称人类发
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 展望未来
是更加的重要。 中国共产党能否从辉煌走
向更大辉煌，让伟大越发伟大，让光荣永远
属于自己，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有着光
明的未来。所以，总书记又用很大的篇幅讲
了中国共产党面向未来的发展之路。

有人说， 你们共产党人当然希望中国
共产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希望并不就
是现实。 此话不假。 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讲
的是， 中国共产党的光明未来并不只是建
立在我们的希望之上， 而是源于社会发展
的客观事实与根本趋势， 源于人们追求自
由全面发展和解放的历史觉悟。

具体来说，有三个“自然的事情”让我
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光明未来高度自信。

精英觉悟是一件很自

然的事情， 过去有、 现在
有、未来更多。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山沟里”的

农民党，对此我们并不回避。但“为农民”的

党，并不是主要由农民组成，只是在当年代
表了农民就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的人，组
织起了农民就组织起了中国最大多数的

人；中国共产党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政党，
但并非没有世界眼光，更不缺少文明意识，
他们不仅睁眼看世界， 更走向世界汲取人
类文明进步的一切精华。

我们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为例。 50
多个党员绝大多数是有知识、有地位的“成
功人士”，可以说是当时的精英，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3个代表， 7位有着海
外留学经历，4位与北京大学有缘。 董必武
工于律诗 、书法，且通晓英 、日、俄三种外
语，法学造诣尤深。 至于说党的创始人“南
陈北李” 的李大钊与陈独秀更是著名的大
学教授。陈独秀一个月的薪水高达300块大
洋，是当时普通人收入的数百倍之多。像稍
后一点南昌起义时的朱德与贺龙早就是位

高权重的一军之长。
从表面上看， 他们这些人的日常生活

与工农大众没有一点交集， 但这不仅不影
响他们对工农大众命运的关切， 反而益发
滋长了深深的情感；从表面上看，他们这些
人在旧社会状态中只要按部就班地往前走

就会“飞黄腾达”，但这不仅没有让他们沉
湎反而更加看透了所谓升官发财的虚妄与

不正义。这就是精英的觉悟，这正是共产主
义的发轫。 精英的觉悟让他们与自己的生
活方式以及支撑自己生活方式的整个社会

发展方式决裂而走向劳苦大众， 为了劳苦
大众的自由与解放而忘我奋斗， 这正是中
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精魂所在。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今日中国社会精
英的数量和质量与90年前相比远远不可同
日而语，在他们之中涌现出一大批真正的共
产主义觉悟者， 这不仅不是什么小概率事
情，而是理所当然、可以俯拾即是的常态。

觉悟的精英造就了政党的光辉，政党的
光辉又吸引了更多的精英。 目前，中国共产
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2977.5万名，占

党员总数的37.1%。 “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国
共产党怎能不是一个精英荟萃的政党？ 一个
精英荟萃的政党怎能没有光明的未来？

青年人信仰共产主义

同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情， 青年是共产党不竭的
后备军。
一个政党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能有源

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进入， 政党最新鲜的血
液是青年。

青年人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天然的联

系，他们有理想、有追求，无世故、无算计，
“公平正义”、“一切人的解放” 等等这些共
产主义的理念最能触动他们纯真的心灵。
面对这一客观的事实， 连西方人都有一句
酸溜溜的话语： 一个人25岁前不是共产主
义者就没有良知。 当然西方人这句话还有
后半句， 但那后半句是否定不了共产主义
价值的。如果把蝇营狗苟、患得患失当做有
脑子，这样的脑子也不是什么好脑子。25岁
后依然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青年朋友只需

要对此说一句中国古语 “燕雀安知鸿鹄之
志哉”足矣。

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正是如此。 毛
泽东参加一大时只有28岁， 周恩来加入共
产主义小组时才23岁，邓小平加入“旅欧中
国少年共产党”更是只有18岁。据有关党史
专家测算， 红军时期整个党员的平均年龄
在35岁以下。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党的创始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 大多数都是从青年时代就满腔热血参
加了党，决心为党和人民奋斗终身。 ” 这是
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同样是如此。 2010
年 ， 中国共产党发展大学生党员123.6万
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40.2%； 35岁以下党
员251.6万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81.8%。 武
汉大学等高校2011年年初调查显示， 有入
党意愿的在校大学生接近八成。

曾有些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现在和未来

在青年中的影响力表示悲观。 他们的理由
是80后和90后的青年是没有信仰的一代，

连自己信什么都搞不清楚， 怎还会相信共
产主义。不客气地讲，这不仅是无知简直还
是睁眼说瞎话。近些年来，我在大学里给青
年学生讲过很多次没有学分、 不是必修的
党课，青年学生反响热烈，他们那种热忱、
那种执著、那种情怀，让我这个入党多年的
党员都汗颜。 不是青年学生不接受共产主
义，关键是我们能否在理论上做到彻底，在
逻辑上做到一致， 把真正的共产主义告诉
给青年学生。

赢得青年也就赢得了未来。 正如胡锦
涛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
跃着怀抱崇高理想、 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
人， 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
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有着青春飞扬
生力军的中国共产党怎么能不是一个青春

飞扬的政党？ 一个青春飞扬的政党怎能没
有光明的未来？

社会变革更是一件自

然的事情， 大变革必然孕
育并壮大有着“大变革”品
格的政党。
今天的世界， 人类文明进步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繁荣与强盛， 但社会变革的呼声
之高， 社会变革的愿望之强烈也同样前所
未有， 甚至连资本主义社会发育最为发达
的美国也呼唤着变革。为了“改变”，美国人
不惜选出一个黑人总统， 就因为奥巴马的
口号是“Change”。

然而， 这个世界小修小补是无济于事
的，东挪西借是顾此失彼的。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内部是普遍富裕化了、 甚至全体中产
阶级了，而世界其他地区却日益贫困化。美
元量化宽松解决了美国内部金融危机的问

题， 却把更大金融危机的后果传输给全世
界；“自由贸易” 把大量的资源输往发达国
家，看起来合理合法温情脉脉，但再温柔的
掠夺也仍然是掠夺。 这一切都埋下了社会
危机的种子。

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态势让我们看得越

来越清楚，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依
然强劲不假， 资本主义社会的窘态与颓势

已然频频浮现， 根深蒂固的矛盾和与生俱
来的痼疾非大变革难以超越、 非新社会难
以痊愈， 否则全球性危机拜访我们社会的
间隔会越来越短。

这个世界需要被改变， 这个世界也希
望被改变。

扬弃一个旧社会，当然少不了先锋队；
形成一个新社会，怎能没有自己的助产婆？
无论是彼时的“革命”还是当下的“改革”，
打碎旧世界， 建设新世界是中国共产党一
以贯之的品格。 这样的品格为中国共产党
赢得了自己光明的未来。

在现有的社会情境下大力发展社会生

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夯实社会主
义从“初级”走向“高级”的经济基础、政治
基础、社会基础，用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展
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样的使命离开了
中国共产党又有什么样的政党能承担？ 肩
负这样使命的政党的未来怎能不是一片光

明？
有这三件“自然的事情”客观的风云际

会，再加上政党自身主观的创先争优，中国
共产党拥有光明的未来就更是一件很自然

的事情了。

何泽慧走了，享年97岁。
人们熟知的是， 她是中国第一位物理

学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第一
代核物理学家。

18岁时， 何泽慧考入清华大学，26岁
时， 她在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成功拿到
了博士学位。 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钱三强当
时考到了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 跟随
居里夫人学习镭学。几年后，何泽慧也去了
钱三强的实验室， 与钱一起发现了铀核的
三分裂，又独自发现了铀核的四分裂。

据说， 这项发现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很
大反响， 因为三分裂出现的概率是三百分
之一，四分裂出现的概率是万分之一。何泽
慧因此也被赞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位首先发现
了正负电子碰撞现象的大名鼎鼎的女科学

家， 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是一个低
调的老太太。

她的低调源自她的淡泊名利———在筹

建“两弹一星”团队时，人选名单里原本有
何泽慧，但因为她是钱三强的家人，又是女

性，最终与研究团队擦肩而过。但她以自己
的方式参与了“两弹一星”工程。氢弹研发
时，一个重要的数据，便是她带人在实验室
完成了验证。

199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科
学家传记大辞典》， 可这部大辞典的第六集
“物理学”部分，竟没有何泽慧的名字———她

的传记出现在了书中最后。从编者的特别说
明中， 人们才知晓：“此篇传记虽早已约稿，
但因何泽慧本人谦让不同意立传，后在本书
编辑组一再要求和催促下，作者才着手撰写
并于全书付印前交稿。 因全书页码已定，不
便插入相应学科，故补排在最后。”

她的低调还源自她的淡定自若———在

何泽慧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说， 86岁时，
何先生每周还要坚持几次到高能物理所上

班。晚了就从食堂买几个包子、馒头带回去
吃，渴了就喝点白开水。她家住在中关村，
所里想派车接送，但她坚决不要，还是挤公
共汽车。居家生活中，何先生也经常会一个
人坐公交车去买菜。 她就像一个普通老太
太，让你感觉不到大科学家的派头。

她的生活一丁点儿也不讲究， 书桌上
的镇纸是老人自己捡来的鹅卵石。 在人们
都开始用名牌武装到牙齿的时代， 老人依
旧提着一个人造革书包， 那书包带子已经
断了，用绳子系着，革裂开了，用针线缝了
起来。她的衣服上还有补丁，脚穿老式解放
鞋。女儿钱民协说：“我妈这一辈子不讲吃、
不讲穿、不讲住，从来不计较什么条件。”

她的低调更源自她的宠辱不惊———

1967年 ，氢弹爆炸成功 ；1968年 ，由于 “文
革” 何泽慧和钱三强被下放到陕西的一个
干校。何泽慧负责敲钟，敲得很精准，时间
甚至可以用来对表。 钱三强认为在干校是
浪费时间，很焦躁，何泽慧却很豁达：“着什
么急，听天由命吧。”

于是， 我们不能不猜想这样一位德高
望重的女科学家有着怎样强大的内心世

界？成功人士在逆境中也难免“一声叹息”，
在高位或顺风顺水的情况下， 则常常会不
自觉地傲视天下，目空一切，自己把身段架
得很高，自然也就很难低调做人。尤其在时
下这个追名逐利的浮夸年代———君不见，
有些一向喜欢耍大牌、 出风头的明星只有
为了票房，才肯放下身段，低调行事，比如
偶尔也会谦恭有加地配合媒体宣传； 而嫌
贫爱富、 高门槛的豪华饭店老板只是为了
盈利才不得不放下身段， 向低端消费者敞
开一道门缝……原本为了自己获得更多利
益或满足自己的虚荣才肯勉强作秀低调，
这是俗人们的处世哲学。

而对满头白发的何泽慧而言， 放下身
段，低调做人却是她内心自然而然的选择。
星云大师曾言，所谓放下身段，其实是“要
将傲慢、骄、嫉妒、怨恨等不善的念头与
不好的情绪，都要能放下”。

什么样的人才能放下一切杂念？ 一位
画家形容何泽慧：“她是一块纯白的玉，非
常质朴。”不是吗？只有心底纯净的人，才能
“放得下、提得起”———“神马都是浮云”；只
有灵魂安放高处的人才能真正低调做人。

众所周知，电力，是生产力水平的一个
标志；日本，是生产力发达的国家；但这次
强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危机， 进而导致关
东地区电荒，日本却不能在全国调剂电力。
因为关西的大阪电力和关东的东京电力两

大电网无法并网。 包括东京在内的部分地
区不得不实行3小时轮换停电， 很多企业
一度停产。

日本面积不大，电网何必还分东西？原
来不同的公司代表不同资本家的利益，国
家干预不了。 相比之下， 中国是共产党执
政，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车同
轨，字同文”，而且是“政同令，人同心”，统
一电网理所当然。

就这点简单的事，优势立显。
大电网全国调配，游刃有余。既可西电

东送，优势互补；又可东电西输，支援西部。
例如，在建的青藏直流联网工程，可从根本
上解决西藏缺电问题， 提升西部地区能源
优化配置水平， 促进西藏以及青海经济社
会持续发展。

大电网带来大发展。 我国已建成世界
第一条±800千伏直流和1000千伏交流线
路， 特高压输电技术标准被国际电联确定
为国际标准。

由电网说到发电。在发电机组领域，我
国改革开放之初30万千瓦以上机组全部
靠引进， 而现在每年新增1亿千瓦发电机
组全部由国内生产供应，有33台百万千瓦
超临界发电设备投入运行， 是世界上百万
千瓦机组最多的国家。 我国发电设备在国
际竞标中有绝对的性价比优势，印度、印尼
1000万千瓦设备招标中几乎都是中国设
备中标。

由发电再说到新能源。 我国在这个领
域异军突起， 已自主设计制造了5MW、6MW
风机，居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年生产太阳能
电池800万千瓦，占全球的50%。奥巴马在
今年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中国新能源发

展，惊呼又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到来了。
由新能源， 还可以说到许多 “中国奇

迹”。旧中国留下的是千疮百孔、一穷二白
的烂摊子。旧貌换新颜，共产党建立了以生
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 人民群众成为生产的主人； 日月换新
天， 通过改革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中国一跃而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粮食 、钢铁 、水泥 、原
煤、 有色金属等一大批重要工农业产品产
量跃居世界首位。“两弹一星”、 杂交水稻、
载人航天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振奋人心。
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中国出口居世界
第一。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优异。现
在，举国全力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指出，“中国一切政
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

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
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

助之大小， 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
生产力的。”生产力最活跃，也最过硬、最现
实。今天的中国，活跃的生产力，以一个个
鲜活、过硬的事实证明：共产党领导人民进
行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
的解放和发展。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一

在 《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 里有一张
老照片： 上海的大学生用竹竿顶着两根半
油条走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 今年87岁的
钱李仁告诉我们这是发生在1947年5月的事
情———“由于国民党政府把有限的财力用
于准备内战，国统区物价飞涨，上海交通大
学学生一天的伙食补贴还不够买两根半油

条。”
1947年， 钱老还是一名潜伏在国统区

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回忆说，从当年5
月上旬开始， 各大城市学生要求南京国民
政府按物价指数调整伙食费 ,“并从‘要吃
饭’ 引申到针对蒋介石打内战的 ‘要和
平’”。5月19日， 上海大专院校学生欢送学
生代表赴南京请愿， 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游行示威。5月20日， 国民党在南京对各地
请愿学生进行野蛮镇压，酿成“五·二〇”惨
案。此后，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
争迅速掀起，影响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

这场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二〇
运动”， 让钱老至今记忆犹新。1940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钱老， 曾任中共上海市学委
系统下的中学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学联学
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学委委员。他说：“回顾
历史，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运动、‘五·
二〇’运动，这几次青年运动，都在党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到某种先锋作

用。”
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 钱老重

温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青年运动重要作用的

经典论述。 他有些兴奋地告诉我们：“这次
学习，又有新的发现。”

钱老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
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从1935年12月9

日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
1937年2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告一段落。”
他解释说，文中所说的“12月9日”，标志性
事件就是指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毛泽
东在这段话中对“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定
位作出了明确的阐述， 那就是中国革命新
时期的第一阶段的开始，这个新时期，中国
革命从反对国民党内战开始转入联合国民

党共同抗日。钱老说，关于“一二·九”运动的
历史功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有
精彩的论述：“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
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
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
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
同结果的东西， 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钱
老认为，把“一二·九”运动的意义与红军北
上抗日并列起来，足见评价之高。

据钱老介绍， 毛泽东对五四运动、“五·
二〇” 运动等青年运动都有相关的重要评

价， 他曾鲜明地指出：“学生运动的高涨，不
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
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
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二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
出，“回顾我们党90年的发展历程， 我们有
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党从成立之
日起， 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 赢得广大青
年、依靠广大青年。”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
何关怀、重视青年运动的呢？

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原副馆长李玉琦

教授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一直对青年和
青年运动十分关心，建党之初，就创建了青
年团组织，并强调要有共同的信仰，即马克
思主义， 目的之一就是使中国青年运动有
一个核心组织， 能够通过这个组织带领和
组织青年为实现复兴大业奋斗。

李教授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坚
强领导下，作为执政党的助手，青年团组织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青年在新中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都非常
活跃。如青年团开展的青年突击队、青年志
愿垦荒队、 青年扫盲队以及向科学进军等
活动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很强的

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志愿者、青年
文明号、希望工程、保护母亲河等团组织的
品牌活动也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各个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伴随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全面落实， 中国青年
运动和共青团组织正在奋力开拓更广阔的

活动空间和领域。
“中国共产党的远大理想需要数代人

持续不断地奋斗和努力， 所以党始终非常
关怀青年运动并且对青年人寄予了无限希

望；而当代青年要有所作为，就一定要永远
跟党走，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始终保持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

“当年，一代代青年在突破阻碍国家民
族进步的斗争中起先锋、桥梁作用；现在，
建设创新型国家、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重任， 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年轻一代
的肩上。”

钱李仁、李玉琦两位前辈希望，当代青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优良传统，
勇于担当、乐于奉献、勤奋工作，让青春在
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七一”讲话解读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辛 鸣

专访 ■本报记者 崔玉娟 黄 勇

立潮头 有担当
———访青年运动亲历者钱李仁、青运史专家李玉琦

精英荟萃·青春飞扬·矢志变革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光明未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拥有光明未来是一件很

自然的事情。一个精英荟萃的政党，一个青
春飞扬的政党，一个矢志变革的政党，怎能
不是一个有着光明未来的政党？

观天下

从比较中日电网说起

人生感悟 ■李尔燕

何泽慧：为什么如此低调

信天游

■陈谊军

那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