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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为了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省档案馆、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以诞生和孕育于江苏大地上的周恩来精神、雨花英
烈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为题，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编撰了《初心永恒——江苏四种革命精神简明读本》书稿，并已由江苏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被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确定为学习材料，在全省党员干部中组织学习。

在书稿撰写过程中，我们查阅利用了大量红色档案史料，使四种革命精神得以精准阐述；借助档案最具权威性的档案史料，使四种革
命精神更加丰满灵动；借助档案史料记载的一个个具体史实，使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更加感动人心。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更好地宣传这四种红色精神，集中系统地学习四种精神，助力全省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切实担
负起档案工作“为党护旗、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职责使命，我们以本书内容为基础，“以史实发声，用档案说话”，对江苏四种革命精神
加以宣传。本期首先登载周恩来精神。

杰出的楷模 不朽的旗帜——

周恩来精神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

童年周恩来

1917 年，周恩
来在东渡日本前夕
为同学郭思宁题写
了“愿相会于中华
腾飞世界时”的临
别赠言

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

国民党特务每天
上报的《监视专报》

周恩来对亲属的十条要求

1961 年，淮安
县委送了一些家乡
特产给周恩来。国
务院总理办公室按
照周恩来的意见写
了一封信给淮安县
委，从周恩来和邓颖
超 的 薪 金 中 拿 出
100 元偿付土特产
的价款并随信寄了
一份《中共中央不准
请客送礼和停止新
建招待所的通知》。

2018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
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是勇于担当、
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六个“杰出楷模”，深刻阐
述了周恩来同志崇高精神的丰富内涵。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
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崇高风范崇高风范 不朽功勋不朽功勋

出生于江苏淮安的周恩来，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
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
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5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
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拒绝蒋介石委任的要职，发
动组织指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实施战略大转移，力主毛泽东进
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赴国统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艰难推进民主
进程；开国前夜，秉笔起草《共同纲领》，筹备开国大典；组建政务院，运筹抗美援朝，
编制“一五”计划；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国际舞台，打开外交局面，实现中法、中
日、中美建交；病魔缠身的晚年，把邓小平重新推上政治舞台。周恩来宽阔的胸怀、
谦逊的美德、高尚的情操和忘我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
心爱戴。“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最真挚和最
深厚的情感。他的崇高精神和高尚人格，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
碑，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成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

少年立志少年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前进方向、精神之“钙”和力量支撑。
确立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周恩来同志毕生奋斗的初
心和源泉，是他的优良作风、高尚人格的内在根基。

周恩来13 岁时，在一次修身课上，校长问学生们：“读书为了什么？”有的人回
答：“为了给自己将来找条出路。”而周恩来掷地有声响亮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

1913 年，周恩来随伯父搬到天津，同年考入南开学校。开学之初，周恩来就给
自己规定了五个“不虚度”：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
不虚度。他践行这五个“不虚度”，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国文和数学两门课的学习成
绩尤为突出。在全校作文比赛中，他获得第一名；全校笔算速赛，他名列前茅；代数
竞赛也得了满分。因品学兼优，周恩来在入学第二年，经众多教师推荐，成为学校的
免费生。学习期间，周恩来阅读了大量宣传革命思想、介绍国外情况的报纸和刊物，
逐步确立了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精神。

钢铁信念钢铁信念————““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周恩来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忠诚共产主义信仰，不管在任何情况
下都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用实际行动去书写共产党人
的忠诚。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

1922 年3 月，周恩来在给国内“觉悟社”社友谌小芩、李毅韬的一封信中说：“我
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
时制宜。”周恩来还在给“觉悟社”的另两位社友衫逸和衫峙的信中说：“我认定的主
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他还附了一首《生别死离》
的诗：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
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
周恩来对他青年时代所认定的“主义”，一直矢志不渝、坚贞不贰。始终把党和

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国家。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但内战的阴霾已悄然袭来。为粉碎国

民党反动派内战的阴谋，争取国家的持久和平，周恩来肩负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
民的神圣使命和殷殷嘱托，率领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赶到南京，继续着手与南京国民
党政府进行谈判斗争。

1946 年5 月3 日，周恩来和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等率中共代表团100 多人抵达
南京，居住于梅园新村。谈判的过程异常艰难，斗争的环境也非常险恶。在梅园新村
周围不到100 米的范围内，国民党特务就设置了10 多个据点，门对门、窗对窗地对中
共代表团驻地进行严密的监视。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没有吓住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成
员，相反，他们更加坚定了战胜敌人的信心，也更加从容不迫地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

周恩来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
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
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胸前佩戴的“为人民服务”徽章是他
生前真实的写照。

在群众面前，周恩来没有丝毫的官气。周恩来嘱咐地方负责人：“不要使我同群
众有距离。”

1958 年7 月1 日至7 日，周恩来冒着酷暑高温莅临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
会区）视察。为了能广泛地接触群众，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周恩来提出要求：要
轻车简从，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

到了新会，见被安排住在新建的招待所，周恩来当即婉言拒绝。他说：“县委有
地方，还是住在县委吧！这里很好嘛！与同志们住在一起，工作方便。”周恩来视察
新会的七天时间里，一直住在县委书记的办公兼休息室，睡的是木板床，吃的是县委
食堂的普通饭菜。

““十条家规十条家规””和和““过五关过五关””

建国初期，不少故乡亲友都想找周恩来谋个一官半职，为此，周恩来曾专门召集
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有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
二、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
三、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车；
七、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生活要艰苦朴素；
八、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九、不谋私利；
十、不搞特殊化。

“十条家规”虽然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却每一句话都坦荡无私，每一个字都掷地
有声。

1964 年8 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8 月2 日，周
恩来抓住这次难得相聚的机会，抽空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了一次“小家庭”会议。8
月10 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家庭会议。在这次特别的会议上，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教育
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住房和办公室都是旧式建筑，房子年久失修，油漆脱
落了，窗户裂着大缝隙，用纸糊着，光线又不足，夏天潮湿，冬天很冷，很有必要翻修
一下。为此，工作人员多次提出修缮的问题，但都碰了钉子。周恩来说：“当年的袁
世凯、段祺瑞都能在这里办公，而我们共产党人住进了中南海反而就要翻修，这不是
自毁名声吗？”对于此事，周恩来逢会必讲：“贪大、求洋、讲排场，这不是共产党人的
作风，坚持艰苦朴素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1959 年初，周恩来出差在外两个月，那段时间邓颖超也没在北京，周恩来的秘
书何谦趁此机会向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报告，希望对西花厅做一些维修。周恩来办公
室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共同商量后，决定对周恩来的住房略作修理，粉
刷了一下墙，铺了地板，更换了窗帘。

周恩来回京后，对此事非常生气，当即批评了相关人员，还责令办公室主任做了
检讨。虽然他也知道工作人员是为他的健康着想，但他念念不忘“赴京赶考”的约
定。于是，他毫不客气地要求管理人员马上把所铺的地板和新装的窗帘统统换回原
来的样子，然后自己付了维修费。

事后，周恩来还主动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几次做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
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他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
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他
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朴素的平民。

周恩来的一套睡衣是1951 年做的，20 多年间，他穿破了就补，再破再补，白底蓝
格的线布已经磨成无绒无格的白布了。他到外地甚至出国，穿的还是这件睡衣。有
一次，周恩来出访，我国驻外使馆有位同志看到他穿的衣服太破旧了，就用自己的工
资买了件新的送给他，周恩来没有接受。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提出要给他添
置新衣，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旧的还可以穿嘛。”“穿着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客
人。”并教育工作人员，“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周恩来去世后，侄女周秉德找伯母邓颖超要件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邓颖超把
周恩来那件非常破旧的睡衣拿了出来，睡衣上面补了几十个补丁，用手绢、毛巾、纱
布各种材料，补了又补。在场的人看后无不动容。

在历史进程中，周恩来精神具有宝贵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周恩来
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一个生动缩
影。实践证明，周恩来精神不仅在过去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对
党员干部永葆本色、砥砺奋进，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时代价值，仍将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