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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方向决定前

途，道路决定命运。”这一被历史反复

证明的真理告诉我们：道路问题至关

重要，道路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

成败与兴衰。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

内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最彻底，

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袖人物与

光辉典范，为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

路的成功探索与形成作出了历史性

伟大贡献。

毛泽东考察醴陵教育与萍浏醴起

义，开始思索和寻找中国的出路，思考

“中国往何处去”的革命道路；毛泽东通

过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初步找到了中国

革命新道路，催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

想萌芽；从文家市转兵、兴宾馆会议到

三湾改编、古城会议，毛泽东拨正中国

革命道路与前进的航向，成为农村包围

城市革命道路伟大开端；水口抉择分兵

定井冈，毛泽东下定决心带领工农革命

军上井冈山开辟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

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探

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前奏；朱毛会师为中

国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

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的形

成奠定了实践与理论基础；决策株洲转

兵，坚定实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

路，迎来中国革命大发展。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中国特色革

命道路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本本上是

找不到的，在世界与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中没有先例。是毛泽东摆脱迷茫，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从中国国情与

革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革命原

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使之

中国化，继而逐步实践、艰难探索出的

一条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之路，是

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道路中国化的伟

大思想之所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指明了光明的道路与前进方向，具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
湖南工业大学工会副主席 邹少其

邹少其

专家学者聚株洲
研讨毛泽东党建思想及在株洲的早期革命实践

——专家观点摘登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邹家虎 编辑整理/易翔 图

9月 6日，“毛泽东党建思想及在株洲的早期革命实践”学术研讨会
上，党史专家学者作了精彩发言，或提交了精彩论文。现将这些精彩发言
和观点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前后，毛泽东

在株洲围绕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人

民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诸多方面，进行了

一系列首创性革命实践，对探索中国革命道

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

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极

其独特的重要意义。因而，株洲是毛泽东思

想初步形成的重要实践地和贡献地。在党的

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之际，本次研讨会确定

“毛泽东党建思想及在株洲的革命实践”这

个主题具有深远意义。

我们重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在株洲写下的革命诗章，重温毛泽东在

长期革命斗争和党内生活实践中围绕党的

建设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和论断，对我

们在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

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

核心，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意义。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的

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九十多年前，毛泽东

在株洲等地开展的一系列首创性革命实

践。在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军队残酷剿杀、

革命军民处境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活

动之所以能够成功，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

迎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根本在于毛

泽东的集中领导、统筹谋划，在于有正确

路线指引下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

党。1922 年，毛泽东派李立三、陈章甫、

潘昌江等人到醴陵、攸县等地，依托当

地师范讲习所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去

安源视察工人罢工准备工作时专门在

醴陵停留，为进步师生作关于阶级斗争

的长篇演说，使左权、宋时轮等当地先

进青年深受触动，推动了当地党团组织

的快速发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毛泽

东悉心指导湘赣边界特委举办党员训

练班，并参加开班式。这些都为思想建

党、理论强党作出了表率。

必须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坚持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

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这一

原则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发挥了

关键作用，而他亲自主持的水口连队建

党即是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必须传承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

头的精神谱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凝聚精神力量。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

精神谱系的塑造发挥了奠基性作用，在

包括株洲在内的湘赣边界，毛泽东带领

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井冈山精神、苏区

精神等革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中熠熠生辉。

必须勇于自我革命，以严明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将

党的肌体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1929年，

毛泽东悉心指导和亲切鼓励时任中共茶

陵县委书记的宛希先，写成了长达 9000

余字的《共产党组织根本原则》一文，用

当时普通党员能够看懂的语言清楚阐释

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党支部的作用和

工作规范、为何以及如何实行民主集中

制、共产党有哪些“铁的纪律”，以及党如

何实现其对非党组织的领导等重要问

题。这篇珍贵文献中一个贯串始终的精

神，就是告诫党员明是非、守规矩。

梳理毛泽东从“激扬文字挥斥方遒”

的一介书生，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

三军统帅这几十年军旅生涯，我们发现，

株洲是毛泽东军事斗争实践的重要起点

和重要实践地。

毛泽东在株洲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

的组织基础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秋收起义后，从湘赣边界来说，本来就很

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并且军队里人

心浮动。9月 29日，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

“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

的领导。为巩固“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

上”的成果，毛泽东在炎陵县水口亲自主

持了我军历史上首次连队建党活动，从

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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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

东整肃了反革命纯洁了工农革命军队伍。

1927年 12月 29日，工农革命军在宁

冈砻市沙洲上召开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总

结了打茶陵的经验教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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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订和颁布，是新型人民军队区

别于旧军队的明显标志，它明确了人民军

队军事斗争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从而使部

队的政治工作、军事斗争都有了更明确而

具体的目标。毛泽东在炎陵县开始人民军

队首次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

1928年 3月 18日，三路人马先后抵达

炎陵县中村后，决定暂时住下来休整。这

时，湘南特委的指令带来人心浮动。于是，

毛泽东亲自在湖南酃县中村八担坵，为干

部战士们上了一星期的政治课，这是人

民军队首次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部

队官兵的教育作用无疑是很深刻的，从

而使这支年轻的工农革命武装部队认清

了形势和方向，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株洲是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的重要实践地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分管日常工作副院长、教授 梅黎明

1926 年 11 月，毛泽东就任中央农委

书记。他高度关注土地和武装、农民和农

运问题，针对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非

议，1927年 1月 4日至 2月 5日，毛泽东对

湖南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 5县农

民运动进行了 32 天 700 公里的考察。随

后，完成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简称《考察报告》）。用农运“好得

很”的事实，驳斥了“糟得很”的非议，明确

提出依靠农民同盟进行革命的主张。

在动机上，《考察报告》意在为农民

运动辩诬，捍卫其正义性。20 世纪 50 年

代初，毛泽东在领衔编辑自己的文集时，

专门为《考察报告》补写了一段两百多字

的题注。题注表明，《考察报告》写作的主

要目的与动机，是为了答复一些人对农

民运动的责难，大张旗鼓地捍卫农民运

动的正义性，从而使国民革命建立在可

靠的理论根基之上；在创作上，《考察报

告》源于作者对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本

质联系的深入认识和他较早领导农民运

动的具体实践。《考察报告》的个性化创

作，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

社会性活动，同社会历史演化的主要线

索紧密相关，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马克

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基本思想方法。

历史的逻辑显示，重视农民（连带农业、农

村）问题有着极其广阔的时空维度。毛泽

东考察农民运动并撰写《考察报告》，既是

听从社会历史基本规律的深沉召唤，也是

顺应国民革命客观环境的迫切要求。《考

察报告》全文有 67%的文字来自一线农

民考察调研。在思想上，《考察报告》将无

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与中国乡土社会

的主要实际结合起来，为开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7 年 5 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

林对这篇“文字精练，耐人寻味”的文章

给予非同寻常的关注和高度赞赏的评价。

表明《考察报告》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奠基的过程中具有相当突出的历史地位。

《考察报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孕育阶段富有特色的奠基之作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一级巡视员 王文珍

1930 年 9 月 13 日，在株洲协丰长绸

布店楼上，毛泽东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

总前委会议，经过 5 个多小时的激烈争

论，决定“转兵”，作出放弃攻打长沙、进

攻吉安的决定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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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转兵”，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

退，由进攻转为退却，其实本质上却是创

新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

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

奠定和遵循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优

良传统和开拓创新革命精神。实事求是、

矢志创新，是探索革命战争客观规律、开

辟农村革命正确道路的思想基础和指导

方针。

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党内、军内、

革命队伍中的思想斗争、政治倾向分歧

从来没有停止过。毛泽东在领导“株洲转

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敢于斗争和善

于斗争这一党内生活健康有效运行的辩

证法。敢于斗争，就是“敢”子当头，不怕

万难，去争取一切胜利。善于斗争，就是

既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又不是教

条和僵化的生吞活剥，而是能以艰苦深

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争取大多数人

一起共同奋斗。

面临长沙战役的关键时刻，虽然在

军事上都需要当机立断，但是以毛泽东

为首的总前委在决策过程中仍然坚持了

会议讨论、多数定夺的原则，避免了独断

专行。坚持党内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

实行民主决策，是株洲转兵的历史创举

留给后人的最重要的启示。关键的问题

是，如何使我们今天的各种会议不流于

形式，不走过场，避免一言堂或群儒高

谈，而发挥其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的应

有作用。

工农红军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党指挥枪是根本原则，也是胜利的保障。

今天，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在党中

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是新时代夺取新

胜利的坚强保障。我们可以从“株洲会

议”“株洲转兵”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教益

和借鉴。

实事求是、矢志创新是开辟农村革命正确道路的指导方针
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 中国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 夏远生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

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

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1938 年 10 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

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进程比作一部鸿篇巨著，那么，井

冈山斗争就是这部巨著的精彩开篇。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前后，毛

泽东在株洲围绕党的建设、人民军队

建设、人民政权建设、土地革命、革命

道路探索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伟大首创性革命实践：重视在株洲发

展党员和党的组织，全面推动工农运

动的发展，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

实践基础。实施连队建党、集中上政治

课、第一次肃反等一系列举措，成为从

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全面建设

无产阶级性质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

端。指示指导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是全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县

级红色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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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中村插牌分田，成为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分田试点，对以土地

革命为重要内容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

道路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进行了成

功探索。实施水口分兵和株洲转兵，成

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

命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通过这些实践，不但创造性地解决

了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必须解决的

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

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说明，充分体

现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和伟大的井冈山

精神，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毛

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中国革命的全

面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具有极其独特、

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株洲成为毛泽东

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实践地。

株洲是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是

井冈山、湘赣和湘鄂赣根据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九十多年前，特别是土地革

命战争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在株洲这块红土地上进行了

一系列首创性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些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闪

耀着永恒的光芒。在新时代，我们要牢

记毛泽东在株洲的伟大奋斗历程，从

中汲取继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续写

新时代的荣光。

坚持党的领导，夯实为党和人民

事业奋斗的根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治理好我们这

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

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

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只要

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

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

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

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

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历史和现实都证明，

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

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

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

坚持开拓创新，实事求是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

党领导人民披荆斩棘、上下求索、奋力

开拓、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走出了

前人没有走出的路，任何艰难险阻都

没能阻挡住党和人民前进的步伐。只

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开拓创

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

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

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

量。

坚持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勇

于担当攻坚克难。历史和现实都证明，

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

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只

要我们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

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

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从毛泽东在株洲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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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12 月底，毛泽东在茶陵湖

口挫败陈皓、徐庶、黄子吉企图率部叛

变投敌的阴谋（史称“湖口挽澜”），使

尚处在襁褓之中的人民军队免受了一

场劫难。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

队内进行的第一次肃反，成为百年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政治建设的重要

里程碑。深入研习“湖口挽澜”这一中

共党史军史上重大事件，对加强新时

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它昭示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始终遵循思想建党，坚持真理，树

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我们

党的立党之本、兴党之要，是党员干部

的立身之魂、力量之源、率众之基，也

是生命意义的真实写照。“湖口挽澜”

启示我们，党员心中要有魂，这个魂就

是坚定的革命信仰。今天，我们面对的

形势任务不一样了，但不管怎么变化，

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坚决不能变。

它昭示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始终忠诚于党，坚决拥护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

共产党员，能不能够把个人的利益绝

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

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

产主义事业的标准。“湖口挽澜”昭示

我们党员干部，必须强化党的意识，做

到忠诚于党、忠诚于组织；必须将自己

的利益、愿望与党的利益和愿望融会

在一起，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必

须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与命令。

它昭示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坚持民主

集中制原则。守纪律讲规矩就是党员

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湖口挽

澜”启示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以更

强的党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

要求自己，将“守规矩”贯穿到营造“山

清水秀”政治生态工作始终；必须自觉

接受党的政治纪律的约束，自觉作好

表率。

它昭示着我们必须站稳人民立

场，树立公仆思想，增强廉政意识。毛

泽东在湖口果断处理陈皓一伙叛变投

敌，为我党我军清除意志薄弱、立场不

坚定、缺乏廉政思想者提供了示范。它

警示我们必须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始

终明白“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为非

其有”的深刻道理；始终做到自重、自

省、自警、自励；始终树立正确的利益

观，真正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

不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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