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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江苏省档案馆馆长陈向阳围绕《感悟红色珍档镌刻的百年激荡 汲

取建设档案强省的磅礴力量》主题，为省档案馆全体党员干部讲授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党课。党课选用中央到全省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珍藏的近百件红

色档案，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大地的浴血奋战史、艰苦创业史、改

革创新史，阐释了红色档案中蕴含着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鲜

明特质、制胜密码，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史料详实，受到普遍好评。今天就让

我们通过这些珍贵的红色档案，一起学习百年党史，回顾辉煌历程。

———江苏省档案馆馆长陈向阳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摘编—江苏省档案馆馆长陈向阳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摘编（（下下））

二、红色档案见证党在江苏
的光辉历程

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奋
斗光辉历程的真实见证。江苏红色资源丰
富、红色记忆深厚，全省各级国家综合档案
馆珍藏着党在江苏最原始、最真实的成长
脚印、奋斗历程和重要履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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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红色档案是开展

“四史”宣传教育最为生动、最有说服力的
教科书，不仅能丰富教育元素、鲜活教育内
容、增强教育效果，更能提升学习教育的事
实信度、记忆刻度和情感温度，可以发挥特
殊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红色
档案的守护者、党的档案人，我们要用好用
活用足红色档案资源，当好主力军，唱好重
头戏，唱响主旋律。

（一）红色档案镌刻着党领导江苏
人民进行浴血奋战并取得伟大胜利的
历史记忆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大地的浴血奋
战史，我们从一件件、一份份红色档案中，
从“五四运动传单”、1919 年8月张闻天发
表的《社会问题》文章中，从1920年周恩来
赴法勤工俭学与表兄陈式周的通信、1921
年6月瞿秋白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组委会作翻译的履历表、1924年张太雷参
加青年共产国际第 4 次代表大会的视频
中，以及五卅纪念筹备会成立宣言、纪念标
语等档案中，我们看到了江苏作为全国最
早声援北京五四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省份之一，无数优秀儿女投身共产主义伟
大事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心脏极大地打
击震撼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群众。

1927年2月召开的中共江浙区第一次
代表大会，后经中央批准为中共江苏省第
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通过的《对于区委
江浙两省政治状况与今后工作进行方针报
告决议案》和《对党务报告决议案》，提到

“党目前的第一个责任，便是要更加提高党
的权威，建立党在群众中的指导权。第二
个责任，便是要更加扩大党组织，深入于无
产阶级、农民群众及革命的知识分子之中。”
它充分表明，在面临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
中第一次危机爆发的前夕，江浙地区的党组
织已经意识到这场危机不可避免，他们没有
被吓倒，没有退缩，制订、布置了一些切实可
行的措施，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两个月
后便骤然爆发，使得这些措施未能得到更多
的实施。这年6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江浙
区，分别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省
委，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

从 1927 年如皋县委书记被捕遇害后
失踪数十年又重见天日的如皋县委印章
中，从1933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营救
省委组织部部长黄励的《紧急通知》中，我
们看到了江苏作为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地区
之一，无数共产党人赴任即意味着赴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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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高一大”的雨花英烈精神。

从 1938 年 6 月 17 日新四军先遣支队
取得首战韦岗胜利的照片中，从 1941 年 7
月刘少奇关于苏北我军全部进行反“扫荡”
血战的电文中，从“刘老庄八十二烈士”之
一、指导员李云鹏烈士的家书中，从 1943
年7月2日新四军抗战六周年战绩统计表
中，从1945年12月17日华中野战军同意进
行抗战最后一战高邮战役的电文中，我们
看到了作为华中抗日斗争主战场的江苏，
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

从1945年11月苏皖边区形势图中，从
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艰苦谈判斗争的
周恩来等同志的户口卡中，从解放战争七战
七捷的总结报告中，从人民群众全力支援淮
海战役、渡江战役的照片等档案中，从江苏
隐蔽战线秘密编印的徐州、镇江、苏州等地
概况及绘制的国民党沿江驻军防务图，还有
地下交通战线秘密联络的纸条中，从1949
年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
制委员会成立的布告中，我们看到了失去民
心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大陆的覆灭。

红色档案中党在江苏大地的浴血奋战
史，是一步一血汗的峥嵘历程，是苦难辉煌
的恢宏画卷！

（二）红色档案镌刻着党领导江苏
人民进行艰苦创业并取得伟大成就的
历史记忆

回顾党在江苏大地的艰苦创业史，我们

从一件件、一份份红色档案中，看到了新中
国成立后，新生政权跟恶劣的自然环境斗
争、跟落后的生产条件斗争，先后完成导沂
整沭、苏北灌溉总渠、治理淮河等重大工程。

南京市、苏南区人民行政公署、苏北区
人民行政公署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
动员各阶层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并涌现出特
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等一大批英雄模范。

60多年前由泰兴县委宣传部整理的杨
根思的事迹材料，是省档案馆2020年纪念
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挖掘开发的，当年的
材料组对杨根思的人生经历、成长过程做
了详实的采访记录，使这位特级战斗英雄
更加有血有肉、真实高大。

从1952年12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关于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的命令以及
图片档案中，看到了苏南区、苏北区、南京
市合并成立江苏省，恢复省治，开启了江苏
建设发展的新纪元。

这些南京长江大桥档案，50多年来一
直分别保管在江苏、湖北两地，2018年，江
苏省档案馆牵头两地建成完整的南京长江
大桥档案数据库，使党带领人民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天堑架飞虹的壮举得以全面、真
实、生动地展现；从 1969 年江淮大地的骄
傲——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建成，1974年大
型现代化炼油装置在南京石油化工厂建成
投产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
索、伟大成就。红色档案中党在江苏大地的
艰苦创业史，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拼搏之
举，是“自立自强创伟业”的奋斗之路。

（三）红色档案镌刻着党领导江苏
人民进行改革创新并取得伟大飞跃的
历史记忆

回顾党在江苏大地的改革创新史，我
们从一件件、一份份红色档案中，看到了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南京大学教师胡福
明为主要作者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响了全国思想理论
界和党内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第一炮。

看到1978年秋，江苏宿迁泗洪县上塘
公社的30户170多个农民，为了改变贫穷
面貌，自发地搞起分田到户，拉开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一张报纸，一本采访
笔记，一份情况简报，记录了“江苏农村改
革第一村”的诞生；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
江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孕育出“四千四
万”精神，形成了“苏南模式”；看到苏州作
为小康社会思想重要发源地之一，为江苏

“两个率先”提供了生动实践；看到以“三创
精神”“张家港精神”、新时代“四千四万”精
神为核心的新时期江苏精神。

从爱国奉献夫妻哨王继才、王仕花夫
妇以及“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的家
庭档案里，从江苏2813名支援湖北战疫一
线医护人员一人一档数据库中，我们看到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矢志交
出一份让人民满意的建设“强富美高”新江
苏的优异答卷。

红色档案中的党在江苏大地的改革创
新史，是永不停滞、敢闯敢试的坚定步履，
是勇于变革、敢为人先的不断跨越，是“争
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伟大飞跃。

三、红色档案蕴含着中国共
产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鲜
明特质、制胜密码

以红色档案故事串联江苏百年党史，
从历史细微处回望初心，更有直叩人心的
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为什么
能够以坚定的信念克服重重困难，点燃中
国革命的火种，从建党初期只有50多名党
员壮大成为拥有 9190 多万党员的世界第
一大党，从嘉兴南湖上的古旧红船发展成
为动力强劲、扬帆远航的时代巨轮。从红
色档案中，我们能感受烈火淬金的精神锋
芒，学习垂范百世的鲜活榜样，读懂百年大
党的胜利密码，获得毋庸置疑的答案真理。

（一）红色档案中的百年党史，蕴
含着“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政治品格

从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的烈士家
书、红色珍档中，我们往往都能品读出“忠
诚”“信仰”“信念”的精髓。天下至德，莫大
乎忠。红色档案中，先烈们不怕牺牲、视死
如归的史实启示我们，对党绝对忠诚是共
产党人的最核心最重要的政治品质，也是
成就中国共产党百年胜利之路的制胜密
码。党的历史中，历次党章的修改中都始
终明确“对党忠诚老实”是党员的基本义
务。入党誓词中也明确要求党员“对党忠
诚”“永不叛党”。白色恐怖笼罩下，无论形
势如何变化，无数共产党员都铭记入党时
的宣言誓词：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永不叛党。但也有一些意志薄弱者，
他们对党伪忠诚，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面
前，很快就“验明正身”、投敌变节，疯狂残
害曾经一起战斗的同志。比如大叛徒向忠
发、顾顺章、白鑫等。白鑫当时任中共中央
军委秘书，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深
得周恩来赏识。后因亲戚被镇压，心生怨
气，主动投敌，背叛组织，出卖同志，导致彭
湃、杨殷等4名中央高层领导人被捕遇害，
周恩来、陈赓等同志也差一点遇难。血的
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对党忠诚，不是抽象
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
件的；不是表面的，而是彻底的；不是一时
的，而是永远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
终把对党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原则、政治本
色和政治品质，绝不能因一己私利或私愤，
就对理想信念产生动摇，甚至背叛革命、背
叛组织、背叛同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
出，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
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
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
同德。在建党百年温暖和煦的阳光下，忠
诚和背叛依然检验考验着每一名共产党
员。新时代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就是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内心深处忠诚
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增强“两个维
护”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二）红色档案中的百年党史，蕴
含着“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

从江苏大地熔铸的周恩来精神、雨花
英烈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
等革命精神中，“牺牲”无处不在。牺牲是
共产党人甘于奉献的大无畏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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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的实质，是把党和人民
利益放在首位，当党和人民需要时，能够义
无反顾、舍小家顾大家，为党的事业奉献一
切。据档案记载，1927 年 4 月至 1928 年 7
月，全省共有7345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被捕，遇害2317名；1930年4月至9月，全省
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30名；
1933年秋至1934年，全省共产党员和共青
团员遇难、被捕达685名，其中，“省委层19
名，县、区委161名”。据统计，从1921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有
2100万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了国家独
立和民族解放而牺牲，其中可以查到牺牲者
姓名的中共党员有370多万名，在这一万多
个日子里，平均每天就有370名中国共产党
人献出了宝贵生命，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全国的党员总数也不过才440多万人。革
命先驱们真正用行动诠释了“为有牺牲多壮
志”的豪情与壮志。正是因为这种“捐躯赴
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牺牲精神，中国共产
党的漫漫征程才步履铿锵、坚实有力。

（三）红色档案中的百年党史，蕴
含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的永恒定律

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始终为人民谋幸福
的历史。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
考察时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多不容易、
多么艰难，但有一条，这个党建起来就是为
了老百姓。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
山、守江山，守的是什么？就是守人民的心
啊。人民拥护我们党，我们党就有生命
力。”这是来自历史的启示，更是面向未来
的宣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中，“人民”二字强调得最多、分量
最重。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人民群众踊跃
支前、全力支前、舍身支前的珍贵档案就真
真切切地告诉我们：“历史充分证明，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
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
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
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
衰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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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部践行初心
使命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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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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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又成为一种精
神图腾，支撑党在为人民服务的路上走得
更远更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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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深
深扎根人民，广泛团结人民，始终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成长为拥
有 9190 多万党员、468 万多基层党组织的

“参天大树”，呈现昂扬向上、枝繁叶茂的蓬
勃生机。与人民水乳交融、风雨同舟、生死
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
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四）红色档案中的百年党史，蕴
含着“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坚韧意志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
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史、斗争史、奋斗史。
从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无数革命志士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定意志和鲜明品
格。陈延年就曾说过：“我们的党不是从天
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
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
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
来的，强大出来的。”回顾红色档案中的百年
党史，无论面对何种艰难险阻，党都领导人
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
胜利”。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跟日本侵
略者、跟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拼搏、敢于奋斗，紧紧
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翻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崭新篇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
国共产党人敢闯敢试、敢破敢立，全面推进
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勠力复兴、砥砺奋
进。总结党的百年斗争史，实现伟大梦想必
须进行伟大斗争，共产党人不怕斗争、敢于
斗争，在斗争中砥砺前行、成长壮大，这是我
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

（五）红色档案中的百年党史，蕴
含着“求真务实、自我革命”的鲜明特质

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真理的探索
史。红色档案告诉我们，求真务实是我们
党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正是始终求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长期艰苦
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之真，务发
展第一要务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
务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我们党才有
今天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追寻真
理、善于实践真理、敢于接受考验。历史的
巨轮滚滚向前，但共产党人“求是”精神特
质不变，对真理的孜孜追求不变。同时，勇
于自我革命贯穿于党的发展过程始终，是
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自我革命，是
刀刃向内、刮骨疗毒，需要思想上的高度自
省、行动上的高度自觉。为了推进党的建
设伟大工程，建党初期极力革除党内思想
作风不纯的问题，土地革命时期极大祛除
党内“左”右两方面错误思想的干扰，延安
时期极力消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
股的消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
全党继续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
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拼命
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这些都是我们
党践行自我革命的真实写照。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祛病疗伤、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精神，实现
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深刻
转变。新时代有新时代的风貌，新时代有
新时代的使命，面对新时代的考卷，我们共
产党人必将一如既往，用赤诚和热血研磨
真理之墨，用务实和担当铸就真理之笔，作
答时代考卷，记录求索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