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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
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高屋建瓴、气势恢宏，思想深邃、内
涵丰富，字字千钧、句句铿锵，振奋人心、催人奋进，是顺时势、得民心的政治
宣示，是立潮头、敢斗争的政治自信，是知镜鉴、开新局的政治法宝，是同奋
斗、共圆梦的政治动员，是守初心、担使命的政治嘱托，是一堂载入中国共产
党史册的百年大党课，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远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
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
新发展，具有极强的政治感召力、思想引领力、历史穿透力，具有重要的政治
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历史意义。总书记在讲话中首次概括
和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32个字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
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原点、思想基点、行动起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安身之魂、立命之基、壮大之本。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精神的物质载体。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
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
船，看到很多记载着我们党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的历史档案，总书记意味深
长地说：“我们是为了不忘初心、坚持真理而来，我们的初心、真理就蕴含在
这些档案之中。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对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
奋斗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历
史时刻，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专门对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档
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加强
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贯彻实施好新修订的档案法，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
展，特别是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把新时代党
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记录好、留存好，更好地服
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

总书记这些重要讲话批示，把对档案工作重要地位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深刻阐释了红色档案的价值和意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综
合档案馆馆藏的红色档案，直接见证了建党的开天辟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
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和新时代的经天纬地，全面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一件件档案，都是勇往直前的背
影、步履铿锵的足迹、指路前行的灯塔，让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底色鲜红如
初。这些红色档案是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在全社会开展“四史”宣传教
育最为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可以发挥特殊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壹 红色档案镌刻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密码

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
的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东方被压迫民族以巨大鼓舞。中国
一批先进分子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从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
志》到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图书大量出现。1918年，中国第
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李大钊，在《新
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起的潮
流不可阻挡，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11月，在陈独
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
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
奋斗目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填写
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面对“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
究抱何种主义”的问题，他写下，“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
革命”。1936年10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他自己1920年春天在北

京期间从事革命活动时，明确说过：“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
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毛泽东与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
样，是在长期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真理过程中，经过对各种思潮、主义的反复
推求、比较，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

信仰如火炬，理想如明灯，烛照着共产党人的奋斗之路。坚定的理想信
念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是党的革命精神的核心要素。信仰使
我们脱离空虚、世俗、卑贱，持守生命中的神圣，信仰使我们有面对苦难和死
亡的力量。翻开党史，党的先驱们书写了一个个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感人
故事。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他们矢志不渝、前赴后继，生死考验不能改
其志，功名利禄不能动其心，千难万险不能阻其行。周恩来24岁时在欧洲确
立了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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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临刑前慷慨激昂地说：“不能
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
得到光辉的胜利。”方志敏在暗无天日的囚牢里写下的《死！——共产主义
的殉道者的记述》中所言：“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
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
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邓中夏在狱中慷慨陈词：“我邓中夏就是
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用生命书写心中的真理、胸
中的理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贰 红色档案镌刻着“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鲜明特质

践行初心，就不会迷失方向，就会有明确的价值指向；担当使命，就不会
精神懈怠，就会有强大的奋斗动力。我们党从诞生起，就同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为民族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
本标志。《共产党宣言》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
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毛泽东同志
明确地说过：“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
图。”他又说：“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
人民求福利。”“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
益工作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所在，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
鲜亮底色和鲜明特质所在。从革命战争年代“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主张，
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改革开放后规划“三
步走”战略目标，到迈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百年来，不管形势
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
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
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目标一刻也没动摇。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坚守的
初心和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瞿秋白“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的孜孜求索，到张太雷“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铮铮誓言，无数优秀的共产
党人以生命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新中国成立初期，焦裕禄、雷锋等一个个优秀
共产党员，发愤图强搞建设，一心一意为人民，各条战线、每一寸土地上，都呈
现出艰苦创业的热火朝天景象；改革开放时期，一批共产党人以“杀出一条血
路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担当，带领人民群众闯新路、奔小康；奋进新时
代，无数共产党人为了“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改革发展、脱贫
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个考场战场，接连交出合格答卷……我们党的
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历
史。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为了人民幸福，勇往直前以赴之，艰苦奋斗以求之，殚精竭虑以成
之。回首百年奋斗征程，正是由于始终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叁 红色档案镌刻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生命价值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是共
产党人甘于奉献、不懈
奋斗的大无畏精神，是
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重
要内涵，是共产党人为
国为民的慷慨情怀，是
共产党人对“初心”的最
高诠释。江苏省委首任
书记陈延年和江苏省委
组织部部长陈乔年两兄
弟、两先烈，他们在赴法
勤工俭学时，就将马克
思主义作为信仰，直至
牺牲一刻。面对敌人屠
刀，陈延年回答：“革命
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
跪！”在就义时刻，陈延
年几次被刽子手强行按
下头颅，但他坚强不屈，
几次昂起头颅，刽子手
无可奈何、恼羞成怒，最后竟将陈延年乱刀砍死。面对狱中酷刑，陈乔年说：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
世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1927 年 7 月 2 日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志士不
辞牺牲，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耿耿
忠心，跃然纸上；他们对亲人的关怀牵挂，感人至深；他们留下的铁血心
语，永远闪耀着夺目的光彩。江苏省委成立 7 年半时间，遭到敌人反复
破坏，重建、改组达 16 次之多，省委书记陈延年、赵世炎、许包野以及省
委常委郭伯和、陈乔年、彭湃、黄励等同志先后牺牲，南京雨花台作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最集中的殉难地，凝铸成共
产党人“两高一大”的雨花英烈精神。刚被评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的
1927 年中共如皋县委印章，见证了从 1929 年 1 月 27 日至 1933 年 4 月 28
日，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如皋接连牺牲8位县委书记。革命先驱们真
正用行动诠释了“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壮怀激烈。回顾红色档案中党在
江苏的百年党史，我们能深刻认识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精神
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看到了共产党人不怕斗争、敢于斗争，
在斗争中砥砺前行、成长壮大的红色基因，深切体会到我们党永葆生机活
力的核心密码。

肆 红色档案镌刻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

对党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
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
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百年党史，有“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的
坚毅，有“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壮烈，有腹中满是草根而宁
死不屈的气节，有竹签钉入十指而永不叛党的坚贞，有深藏功名、淡泊名利
的境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国民党军非法扣押，遭囚禁长达5
年。面对蒋介石政府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1942年在牢房中写下《囚歌》
以明志。1946年3月4日，叶挺重获自由。出狱第二天，叶挺即电告中共中
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电报中写道：“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
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3月7日，中央即批准叶挺入党。毛泽东对叶挺
的入党申请高度关注，对同意叶挺入党的批复做了三次修改，并亲笔将抬头
改成“亲爱的叶挺同志”。100年来，对党忠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成长壮
大的重要经验，融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忠实践行着的坚定理念和
崇高情怀。毛泽东同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
一面”“拜人民为师”“向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习
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沂蒙革命老区考察调研时，把党、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
血肉关系用八个大字做了高度概括，就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我们党来
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就是一部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历史。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崇高的境界情
怀。在党成立一百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地指
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
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
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950年9月，毛泽东得知家乡政府计划为他修建一幢
房屋并修一条公路，立即给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人民政府
主席王首道等发去电报，明确指示：“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
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
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958
年6月，周恩来接到远房弟媳陶华的来信，得悉淮安县准备由政府出钱修葺
他家的房屋时，他除派办公室人员去电制止外，6月29日，又亲自写信给淮
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对相关事宜进行叮嘱。信中写道：一、政府为我家修房，

“万万不可”，即汇款五十元，请只将屋漏部分修好；二、除留陶华住所外，其
余交公；三、公家接管后，“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
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四、公
家如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五、为提倡平坟，请
即将我家坟墓深葬，“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周恩来在信中一再提出不要
引人参观他家房屋，“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这封
信让我们见证了周恩来总理严格要求自己的崇高精神，见证了周恩来严于
律己无愧“全党楷模”，特别是信中那句：“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
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
止。”看了令人动容，周恩来总理的谦虚和伟大跃然纸上。

党始终以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奋斗目标，不怕流血牺牲，不惜一切为人民争
取解放；人民受到党的保护和引领，报以热切反馈、拥护，愿意保护它，加入它，
成为它。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志愿军部队遗失档案文献资料
汇编中，公布了20封志愿军官兵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
何照顾穷人、照顾军属，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从中见证了中共军队
为何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正是因为这种党爱人民、人民爱党，党护人
民、人民护党，党为人民、人民为党，党向人民、人民向党的完美闭环式的良性
关系，让党和人民交融成密不可分的一体，形成无比强大的前进力量。

伟大建党精神是红色血脉的“根”和“魂”，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伟大品格，砥砺着中国共产党百年逐梦的初心使命，为我们奋进新时代走
好新征程提供了丰厚滋养。红色档案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凭证和直接见
证。每一次和红色档案近距离接触，每一次与历史的深情回眸，都是一次思
想的点名、精神的整队。从红色档案中追溯精神之源，从恢宏历史中找寻制
胜之道，我们将汲取无穷的智慧、经验、意志和力量，必将无愧今天的荣光，
不负明天的梦想。

从红色档案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从红色档案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

本期组稿：江苏省档案馆 卢 珊

本期编辑：江苏省档案馆 周云峰

○○ 江苏省档案馆馆长江苏省档案馆馆长 陈向阳陈向阳

【编者按】

9月9日，江苏省档案馆馆长陈向阳受邀出席由省社科
联、淮阴工学院联合主办，苏北发展研究院、省智库研究与交
流中心、淮安市社科联承办的江苏青年智库学者沙龙“庆祝
建党百年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专场活动，并以《从红色档案中
感悟伟大建党精神》为题作主旨报告，引起热烈共鸣和广泛
好评。现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1927年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章（如皋
市档案馆藏）

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总理致王汝祥同志并转淮安县委的信
（淮安市淮安区档案馆藏）

红色档案镌刻着红色档案镌刻着““坚持真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坚守理想””的精神密码的精神密码

红色档案镌刻着红色档案镌刻着““践行初心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担当使命””的鲜明特质的鲜明特质

红色档案镌刻着红色档案镌刻着““不怕牺牲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英勇斗争””的生命价值的生命价值

红色档案镌刻着红色档案镌刻着““对党忠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的政治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