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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让我们广大党员

认识到了新事物发展之初的艰难和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的强大生命力

习主席曾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

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

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前 言



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01

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第二件大事02
我们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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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件大事03
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

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

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

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

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

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

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

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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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发展史上的艰难时期

我党发展史上的辉煌时刻

从苦难辉煌的历史中感受党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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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党发展史上的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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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从建立地方组织开始的

•最早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1920年2月 为了摆脱反动当局的迫害，陈独秀决定离京赴沪，李

大钊在护送他去天津乘船的途中，二人交换了建党的

意见，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

1920年4月 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在北京

与李大钊等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

商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1920年8月 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

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

志路树德里3号秘密举行。代表来自7个地方，代

表着50多名党员。

出席会议的代表
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

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

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

州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包惠僧

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听取了各地党组织的报告，起草了党的纲

领和决议。

7月30日晚，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被

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

中共一大在代表少、局势乱的背景下召开，但它

的成功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政党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2.关乎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

1934年11月，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空前惨痛的代

价，由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但中央红军

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
部署了重兵。

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

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

江，１月７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2.关乎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

“三人团”，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

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

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3.抗日战争中反清剿斗争

1941年和1942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也是党领导的

人民革命力量处于下降的阶段，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出现了极为严重

的困难局面。

这时，日本为了把中国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妄图在

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于是集中主力部队，

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对沦陷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

经济掠夺。

针对敌人进攻的新形势，中央军委确定了敌后军民对敌斗争的方针

是：坚持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

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时机。终于在1945年迎来了战略

反击，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4.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

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此后，全国上下进行了红卫兵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支持青年学生到全国各地去“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

之火”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题为《把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根据毛泽东1966年12月25日在

一次会议上的谈话内容，提出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

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

蛇神展开总攻击”。

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4.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

4日、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

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月革命”。毛泽东支持了这一夺权事件，肯

定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把它看作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彻底

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

这是一场大革命。”

“夺权斗争”和全面内战，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冤假错案

遍及全国，给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

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和在2月11、16日周恩来主持

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

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和国务院主管

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

满，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严正的斗争。



5.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

毛泽东对于批评“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于2月18日夜，严厉批评

了这些老同志。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叶群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对

提意见的老同志进行围攻和批判，周恩来也受到责难。

同时，他们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更大规

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

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从1967年1月上海夺权起，至1968年9月初止，经历了20个月错综

复杂的斗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勉强成立了革命委员

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

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夺权斗争”和全面内战，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冤假错案

遍及全国，给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

二、我党发展史上的辉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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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战取得胜利举国齐欢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胜利的方向发展，盟军在

欧洲取得了彻底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巨大胜利。

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

战争结束。

在中国战场上，坚持在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削弱

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导方针，从5月12
日开始，向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

投降。

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和

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

中国的抗日战争随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1.抗战取得胜利举国齐欢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解

放区“军民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诚的侵略者及其

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在党中央的指挥下，根据地军民纷纷出击，

在各战场上向敌伪军举行了全面大反攻。

在苏联红军及英美盟军的打击下，在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下，8
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苏、美、英、中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告无

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胜利结束。



1.抗战取得胜利举国齐欢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

役的厄运，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

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2.新中国成立华夏同庆

1949年4月21日，也就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

后修正案)》上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

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

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中华民国的彻底覆

灭。到9月底，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

10月1日，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

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亲自升起了第一面

五星红旗，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2.新中国成立华夏同庆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

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

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其他各阶级的政党都不能

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能建立新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就没有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3.改革开放春潮滚滚

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

良作风，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围绕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主题，讨论决定了一系

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实施改革开放

的伟大策略。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向广东省委领导人提出了建

立经济特区的设想。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

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



3.改革开放春潮滚滚

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打开了沉寂几十

年的国门，做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基本国策。

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

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

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

了历史性变化。



5.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

毛泽东对于批评“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于2月18日夜，严厉批评

了这些老同志。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叶群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对

提意见的老同志进行围攻和批判，周恩来也受到责难。

同时，他们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更大规

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

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从1967年1月上海夺权起，至1968年9月初止，经历了20个月错综

复杂的斗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勉强成立了革命委员

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

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夺权斗争”和全面内战，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冤假错案

遍及全国，给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

三、从苦难辉煌的历史中感受党的伟大

99



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

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

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

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

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

求是。

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注重在思想上建党

全体党员都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坚定理想信念，增强

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咬定青山不放

松，真正做到坚定不移、矢志不渝。



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

素。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必然

要求。

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

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

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2.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
标准，注重培养和使用人才

全党同志和全社会都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敢为

事业用人才，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

使每个人都成为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有用之才。



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

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

志。

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

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3.坚持贯彻群众路线，注重保持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全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

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我党在反腐败工作上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每年都有不少官员

因贪腐落马，锒铛入狱。

4.坚持对腐败的“零容忍”，注重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腐败，在民众眼里已如“过街之鼠”。



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

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活跃力量。

青年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这既是历史的生动写照、现实

的深切呼唤，也是对祖国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殷切期待。

5.坚持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

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注重保持
蓬勃生机和活力。

毛泽东把青年生动地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共产

党始终注重发挥青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作用，始终高

度重视青年工作，党的伟大事业才有了继往开来的辉煌。

只有党的队伍里始终洋溢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精神的

青春激情，党的肌体里始终流淌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锐

意改革、大胆创新的青春血液，我们伟大的事业才能永葆生

机活力，我们伟大的祖国才能更加繁荣富强。



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

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

开放。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的核心力量。

结束语



七一党课

192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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