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2 年 5

月，毛泽东在醴

陵 文 庙 甲 种 师

范 讲 习 所 作 长

篇演讲。图为醴

陵文庙旧照。

1927 年 8 月

底 ，毛 泽 东 赴 安

源在株洲换乘火

车 期 间 ，部 署 株

洲 秋 收 起 义 。图

为 活 动 旧 址——

汉冶萍公司株洲

转运局旧照。

1927 年 10 月 13

日 ，毛 泽 东 率 工 农 革

命 军 到 达 酃 县 水 口 ，

住 在 桥 头 江 家 。图 为

毛泽东旧居——水口

桥头江家。

1930 年 9 月 13

日，红一方面军总前

委 扩 大 会 议 在 株 洲

恒和药号（后改为协

丰长绸布店）召开 ，

决定“转兵”。图为会

议 旧 址 —— 株 洲 恒

和药号（后改为协丰

长绸布店）旧照。

1930 年 9 月 17

日 ，毛 泽 东 在 醴 陵

状元洲渌江桥公所

召开中共湘东特委

会 议 。图 为 渌 江 桥

公所旧照。

1965 年 5 月 22 日 ，

毛泽东主席重上井冈山

时 留 宿 茶 陵 ，并 与 茶 陵

干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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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足迹遍株洲毛主席足迹遍株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的新思路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1955年 7月 30 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

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从此，株洲的工业迎来了千

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从 1953年起实施的“一五”计划，国

家确定株洲为全国 8 个新建重点工业城市之一，其中

苏联援建中国的 156 个重点项目中的 4 个，694 个限额

以上的建设项目中的 7 个落户株洲。此后，先后有株洲

铁路编组站等数十家国家、省重点项目相继落户株洲，

从而奠定了株洲比较完整的工业结构与工业体系。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诞生的工业新城——株洲，

堪称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蓝本。

●关键词：嘉勉株洲国营三三一厂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那天，经毛泽东批示，航空发动

机厂组建，被重新定名国营三三一厂。

建厂伊始，三三一厂开启边修理边积累生产制造经

验的艰难创业征程，在一张白纸上构建了中国航空的蓝

图。1954年初，三三一厂接受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

下达的 50发动机的试制任务。比规定试制期限提前 1个

多月，8月 25日，国家鉴定委员会签署试车鉴定书，鉴定

结论充分肯定了三三一厂制造出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

台航空发动机的历史意义。全厂职工为此向毛主席发送

了一份报喜书。让株洲航空人兴奋的是，10 月 25 日，毛

泽东亲笔签署了对全厂职工的嘉勉信。

如今，在航空工业，株洲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中

小航空发动机研制和生产基地、全国唯一的中小航空发

动机特色产业基地、全国首批湖南唯一的国家通用航空

产业综合示范区。

●关键词：短暂经停株洲关心新城发展

1954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从广州乘专列经过株洲

车站更换车头，停留约 20分钟左右，询问了株洲当时的

发展情况，并和铁路负责人员、列车挂钩员亲切交谈。

●关键词：关心醴陵瓷业发展

毛泽东认识醴陵瓷，始于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

1956年，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国务院先后批准成立醴陵

瓷业总公司和醴陵瓷器公司艺术瓷厂（1964年更名为群

力瓷厂）。

毛主席后半生使用的生活用瓷几乎都是醴陵釉下

五彩瓷器。根据记录，一直到 1974年，醴陵 16年间为毛

主席创烧专用瓷 1500多件。

2008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醴陵窑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醴陵陶瓷

产业总产值突破 450亿元。

●关键词：观看株洲《生死牌》

1956 年 5 月 30 日晚上，毛泽东在长沙观看株洲花

鼓戏团移植上演的戏曲《三女抢板》，并发表评论，认为

此戏有共产主义风格，要剧团修改好到北京演出。他建

议改名为《生死牌》，要湖南省委组织人员重新修改排

练，并拍成影片向全国放映。

株洲是我党初创时期中国革
命的重要策源地；是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是毛泽东
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实践地；是
湖南和平起义的重要贡献地。史
料记载，毛泽东来到株洲开展重
要活动主要有十六次，足迹遍株
洲，在株洲进行了建党、建军、建
政、土地革命、革命道路探索等一
系列首创性革命实践。

在醴陵，毛泽东文庙演讲宣
传马克思主义，全面考察农民运
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秋收

起义中，毛泽东首先在株洲开展
部署；在炎陵，毛泽东首次实施连
队建党，奠定“党指挥枪”基石；在
茶陵，毛泽东指示成立茶陵县工
农兵政府、进行人民军队第一次
肃反、首次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
大任务”从而第一次明确人民军
队使命……

在纪念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
动、秋收起义、水口分兵、茶陵县工
农兵政府成立95周年之际，编者梳
理了毛泽东在株洲留下的足迹，带
读者一起回望那段光辉岁月。

毛泽东重视在株洲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坚持制度建

党，全面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

定了实践基础。

●关键词：
在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播下马克思主义的
星星之火

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就指派党员或者亲自来到株洲宣

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 5月毛泽东去安源视察刚成立的安源

工人俱乐部时，来到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作了题为《阶级

和阶级斗争》的长篇演讲，对马克思主义在醴陵的传播，产

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成为中共湘区

委员会在湘东建立的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

●关键词：
水口叶家祠“支部建在连上”的首次实践

1927年 10月 15日晚上，在酃县（即现在炎陵县）水口叶

家祠，毛泽东主持了我党我军历史上首次连队建党活动，为

6名新党员主持入党宣誓仪式。入党仪式结束后，人民军队

第一个连队党支部——红一连党支部宣告诞生！不久，各连

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并举行了类似入党宣誓仪式。

“水口连队建党”，是对“三湾改编”确定的“支部建在连

上”原则的首次具体实践，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是新型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创举。

●关键词：
指导根据地时期株洲党的地方组织建设

秋收起义后，在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下，株洲各县分别

成立县委、区委，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领导力量。

1928年，中共茶陵特别区委成立，这是毛泽东根据井冈

山斗争初期各县革命形势，在党的建设上的一个调整。

1928年 2月，毛泽东指示建立中共酃县特别区委。1928

年 5月，因叛徒叛变，酃县县委被破坏。后遵照毛泽东指示，

酃县重新建立党的地方组织。

1930 年 9 月 17 日在醴陵召开的湘东特委会议上，毛泽

东提出攸县战略地位重要，攸县需尽快组建县委、县苏政

府。1930年 10月，中共攸县县委成立。

●关键词：
鼓励宛希先在茶陵编写《共产党组织根本原则》

宛希先缘于自己工作实践和毛泽东对他的鼓励，1929

年 10 月 27 日，他所写的 9000 多字的理论文章与党员教材

《共产党组织根本原则》正式完稿油印并在湘赣边传播。

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

路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一篇关于党的建设的光辉文献，成

为“三会一课”制度的重要探索和重要实践，是坚持制度建

党的一大创举。

秋收起义前后，毛泽东在株洲围绕加

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明确军队的任务、加强

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作了积极而富有成效

的探索，开始打造新型的人民军队，充分体

现了毛泽东早期的建军思想和军事思想。

●关键词：水口休整 初步明确
人民军队的纪律要求

1927 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

工农革命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转

移，10月中旬，来到酃县水口休整。

在水口黄泥湾的松山坝，毛泽东组织部

队开展了一系列军事训练，这是人民军队初

创时期，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的实践探索。

在水口休整期间，毛泽东住在桥头江

家。主人江大嫂端着一碗红薯给毛泽东吃，

毛泽东坚持给一个银元，留下一段“一碗红

薯严纪律”的动人故事。

1927年 10月下旬离开酃县水口赴井冈

山途中，毛泽东首次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

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关键词：
湖口挽澜 人民军队内第一次肃反

1927年 12月底，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长

陈皓意欲叛变。毛泽东及时赶到茶陵湖口，揭

穿了陈皓一伙的叛变阴谋，扣押了陈皓一伙，

将工农革命军带回宁冈砻市。这是人民军队

历史上第一次肃反。毛泽东用“党指挥枪”的

原则挽救了艰难初创中的工农革命军。

●关键词：总结攻打茶陵经验
确立“三大任务”建军原则

毛泽东在总结二打茶陵建立工农兵

政府的经验教训时，首次宣布了工农

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

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

革命政权。“三大任务”明确了工农革

命军的建军宗旨，从职能上规定了革

命队伍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

基本使命。

●关键词：
第一次系统阐述红色政权思想

“三湾改编”后，部队仍人心浮

动。1928年 3月 19日开始，在中村小铺头的

八担坵田里，毛泽东集中一周时间对部队

开展政治教育。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

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向全

体官兵阐述红色政权思想，第一次全面系

统地阐述了武装割据的政治主张。

●关键词：朱毛酃县首晤实现两军
伟大会师

1927 年 10 月 13 日，毛泽东率领的工

农革命军到达酃县十都。某天，他从报纸

上看到“共党叶贺部潮、汕惨遭失败”的

报道后，萌生了寻找朱德部队并接到井

冈山的想法。几个月后，来广州寻朱德部

队的何长工在澡堂意外得知朱德部队所

在地。毛泽东派人寻找朱德部队的同时，

朱德派了毛泽覃到了湘赣边界寻找毛泽

东的部队。

几经周折，1928 年 4 月 20 日前后的一

个上午，毛泽东和朱德两人在十都第一次

见面，朱毛大部在酃县境内胜利会师。朱毛

会师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

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人民当家作主、实

行新型民主建政的最早样板，其领导人通过

自下而上层层推举出来，有群众作基础和支

柱。这是毛泽东在“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建

立“政府模样”政权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
“一打茶陵城”打出“工农武装
割据”的声势

1927年 10月，工农革命军落脚茅坪后，毛

泽东派前委委员宛希先率部攻占茶陵县城，直

捣县署衙门，张贴布告革命标语，砸开监狱，救

出 80余名在押待毙的工农运动骨干后，又迅

速返回宁岗，这就是历史上的“一打茶陵城”。

关键词：二打茶陵 全面“经营茶陵”

为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解决部队供养

问题，毛泽东鉴于茶陵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和良好的自然条件，更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便萌发了“经营茶陵”的战略思想。

1927年 11月，毛泽东织工农革命军第二次

攻打茶陵城。茶陵城成为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

山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揭开了毛泽东全面

“经营茶陵”的革命实践新篇章。

●关键词：
茶陵工农兵政府 毛泽东缔造的
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

当时工农革命军没有管理经验，加上团

长陈皓旧军队的积习很深，老百姓觉得是

“新瓶装旧酒”。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写信，信

中指示“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要成立工

农兵政府”。

1927年 11月 28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

立，谭震林任主席。第一个经民主推选、真正

代表人民利益的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由此诞

生。这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政权、践行初心

使命进行了最初的尝试与探索。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

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体

体现。毛泽东在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

根据中央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就着手考虑

土地分配的问题。

●关键词：
来株洲考察农民运动 直面中国革命的
基本问题

党的一大结束不久，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始

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株洲等地

区逐步兴起。

1925年 5月，株洲八叠（属湘潭县东一区）农

民协会成立，是湖南继衡山“岳北农工会”之后全

省最早的农会。随后，醴陵、攸县、茶陵、酃县等县

相继建立县农民协会，并在 36个区、610个乡成

立农民协会，参加农会的会员近 40万人。株洲地

区农民运动在湖南省乃至全国都产生很大影响。

1927年 1月 27日至2月4日，毛泽东来醴陵考

察农民运动，为正在兴起的中国农民运动记录下

了真实的一笔，不久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提到或引用

醴陵的典型事例达14处之多。

●关键词：
部署“三月暴动”

拉开酃县“打土豪、分田地”序幕

1928 年 3 月 9 日，酃县农民暴动队在黄挪潭

打响了酃县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揭开了“三

月暴动”的序幕。

3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分三路来

到酃县。在农民暴动队的紧密配合下，工农革命军

第一团，一举攻下酃县城，革命的红旗第一次插上

了酃县城楼，拉开酃县“打土豪、分田地”序幕。

●关键词：
主持中村插牌分田 首次掀起土地
革命热潮

1928年 3月 18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来到

酃县中村，在这里，毛泽东开始思考土地革命的

实践问题。

3月 24日，毛泽东在酃县中村周南学校召开

会议，专门研究开展土地分配的问题，与会人员推

举毛泽东担任分田“总监”。分田首先在道任村试

点，一夜之间全部插上了写有贫苦农民姓名、亩

积、坐落、四界的竹牌子。道任村试点结束后，其他

村也照此方法全部分配了土地。

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一次土地分

配，是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有机结

合建设根据地的尝试，为《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

地法》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毛泽

东总结大革命失败后领导红军和根据地斗争

的经验，创造性总结出来的一条符合中国实

际的革命道路。

●关键词：
部署株洲秋收暴动 开启武装夺取
政权新道路

1927年 8月 31日,毛泽东前往安源经停株

洲，并部署株洲地区秋收暴动。他要求株洲一

定要尽快恢复发展党组织，组织好工人、农民

暴动队伍，并明确了四项任务。9月 9日秋收起

义爆发，醴陵、株洲是起义的重要地区、重要

战场之一。

毛泽东领导的包括醴陵、株洲等地在内

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革命的旗帜，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

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中国共产党

开始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

路的核心力量。

●关键词：
水口决策分兵 开辟第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

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利后，1927年 10月 7

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继续南下，10 月 13

日到达酃县水口，进行了将近 10天的整休。毛

泽东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部队失败下落不

明的消息后，毛泽东“就地打主意”，坚定了在

井冈山建立武装割据的决心。毛泽东在水口

作出上井冈山的决策之后，部署了水口分兵，

一路由毛泽东率主力部队经酃县下村到遂川

县大汾，上井冈山与王佐会合；一路由宛希先

率领攻打茶陵县城，掩护主力部队转移，而后

上井冈山与主力会合。

水口分兵的决策，使弱小的工农革命军在

短时期内找到了立足之地，避免遭遇强敌而致

失败，并由此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进行创

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关键词：
决策株洲转兵 坚定实行“农村包围城市”

1930年夏，党内出现“左”倾冒险错误，命

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等大城市。红一方

面军攻打长沙受挫后，于9月 13日转移到株洲，

并在中正街（今解放街）的恒和药号（后改称协

丰长绸布店）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

议——“株洲会议”，经过5个小时的激烈争论，

会议作出放弃攻打长沙、进攻吉安的决定。

由“株洲会议”决策的改变主攻方向，从行

动上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扭转了

当时中国革命中出现的一次严重危机，使弱小

的红军免遭覆灭的危险，挽救了幼年的红军、

挽救了幼年的中国革命，为粉碎国民党发动的

第一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红军以退为进、趁机开辟了大片革命根

据地，走出了一条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对党的建设的探索

对人民军队的探索

对红色政权建设的探索

对土地革命的探索

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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