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编辑 邱碧湘
美编 张 辉

5
2021年 10月25日 星期一

穿越时空：红岩精神是这样一种精神伟力

□本报记者 韩毅

有一种精神，让革命先辈不畏牺牲、
挺身而出，不折不挠、宁死不屈，谱写了
感天动地的人生壮歌。

有一种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
激励着一代代人艰苦奋斗、继往开来，是
英雄城市的红色标识。

这就是伟大的红岩精神，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
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
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
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红岩精神的历史方位

“红岩精神与党的大多数革命精神
诞生于革命根据地或革命军队不同，它
诞生于党在国统区的革命实践中，集中
反映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一个重要方
面——国统区特殊环境下的革命斗争的
精神风貌。这就是红岩精神所处的特殊
的历史方位。”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
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说。

红岩，本是重庆的一个地名，因中共
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迁址
于此，并驻守近八年，而名扬四海。在周
恩来等同志的带领下，中共中央南方局
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
不朽功勋。

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
持阶段。日本对侵华政策作出重大调
整，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
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
事打击为辅，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
退倾向日益显现。

因此，高举抗日民主旗帜、维护国共
合作、坚持抗战到底，是当时中国共产党
肩负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历史使命。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
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暨南方国统区和
部分沦陷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方针政策，巩固和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
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团结中间
力量和人民群众，坚持抗战，直到胜利；
抗战胜利后，又为建立和发展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争取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大量
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
建立了不朽功勋。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新中国的光明
前途，毛泽东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
口号，以弥天大勇亲临重庆与蒋介石直
接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会见各
阶层人士，倾听他们的意见，宣传党的基
本主张，表明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使
他们充分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宽广
胸怀和伟人气魄，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
党才是真正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终
经过艰苦斗争，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接受
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签订
了《双十协定》。

解放战争时期，歌乐山的渣滓洞、白
公馆是关押和杀害共产党人的人间地
狱。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关押在这里
的共产党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
与敌人进行斗争，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
刻，仍不忘给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和为之
奉献了热血生命的党组织留下全面从严
治党的血泪嘱托，总结出八条“狱中意

见”，进一步锻造和凝结成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的博大精深

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红
岩精神特殊的历史方位，使其内容丰富，
博大精深，突出体现为：

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
念是红岩精神的精神内核，战斗在国统区
的共产党人始终抱定共产主义的革命理
想和信念，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

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周恩来勉励
大家：“只要大家坚持信念，胜利是一定
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要被冲破的！”并
表示“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
牺牲。”在党中央几度电示“迅即回延”之
际，他带领重庆八办全体人员向党中央
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
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
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钢铁般
坚强的江竹筠就义前留给孩子全部的财
富是“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
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
底。”刘国鋕面对徐远举提出“只要签字
脱离共产党就得到释放”的劝降，斩钉截
铁地回答：“我死了，有共产党在，我等于
没死。”这些都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对理
想信念的忠贞不渝，体现出坚如磐石的
理想信念。

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战斗在国统
区的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满怀爱
国主义情怀，以人民利益为先，始终坚持
党的群众路线，广泛团结国统区抗日民
主力量，积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协商制度的建立奠定
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41年5月，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
经王炳南、王昆仑等人筹划，在重庆领事
巷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
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
革”）。“小民革”的建立及其活动，对于坚
持抗战、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
间力量、孤立顽固派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多次在王昆仑等人的家里参加

“小民革”核心成员会议。
此外，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支持

下，黄炎培、张澜等人在重庆成立中国民
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黄炎培、胡厥

文等人在重庆成立了民主建国会；许德
珩、劳君展等科技界人士发起成立了民
主科学座谈会，后改名为“九三座谈会“，
再后改名为”九三学社“。

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
格。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
南方局从实际出发，与国民党顽固派开
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凛然斗争，他经常
引导大家深刻认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
尖锐性，强调党员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坚
韧顽强”，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原则，
敢于对敌进行斗争。他们在复杂困难的
国统区斗争中，置生死于度外，展现出了
凛然斗志。

解放战争时期，不幸被捕关押在“人
间地狱”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革命志士
面对酷刑，仍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坚定信念、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牺
牲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歌。

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当年，战斗
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始终处在极其险恶
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善处逆境，坚持真
理，坚守正义，敢于斗争，勇于牺牲，在艰
难的局面中开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革命气节。吴玉章面对国民党特务包
围驻地时，告诉大家“有什么乱子，我去
顶住，顶多是牺牲，牺牲也值得，我也应
该负起这个责任”，并笑曰：“此处便是我
好的死所！”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和他
的妻子广西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以
及中共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
因为叛徒出卖被捕，敌人企图通过他们
诱捕其他党员，三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毅
然选择集体自杀向党组织报警！陈然面
对敌人酷刑，威武不屈，在刑场上，他挣扎
着扯去背后的“死囚标”，转过身面对端枪
的刽子手说：“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其
浩然之气，何其壮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
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

红岩精神的时代伟力

红岩精神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思
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
浩然革命正气，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丰厚
的历史内涵更具有穿越时空的实践价值。

首先，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共产党人

安身立命的根本。坚定理想信念，是共
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以周恩来为代
表的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在艰苦
的斗争岁月中，以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守共产主义信
念，时刻保持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
来的政党，要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和共产主义理想，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
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
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

其次，厚植爱国情怀，让爱国心、报
国志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以周恩来
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中
共代表团或国民参政员的公开身份同国
民党当局打交道，推动国民党坚持抗战；
加强对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地方实力
派的团结工作，支持并推动中国民主同
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
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或其前身的成
立；同文化知识界、民族工商界、宗教界
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人士进行广泛接
触，与他们风雨同舟，团结奋斗。

传承弘扬红岩精神，我们要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把
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
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
伟大奋斗之中。

再次，激扬凛然斗志，砥砺奋进开新
局。红岩先辈们针锋相对敢于斗争、有
理有利有节善于斗争、坚持斗争到底的
优良传统，为我们今天的伟大斗争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
力，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牢牢把握
正确斗争方向，学习红岩革命先辈，经受
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
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在
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敢战能胜。

最后，涵养浩然正气，担当时代责
任。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一股浩然正
气，这样全党才能具有强大精神支柱，才
能充满生机和活力。

弘扬红岩精神，要矢志不渝，保持共
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
气。作为新时代共产党人，我们一定要
有新气象新作为，把党性修养贯穿一生，
坚决不做“两面人”“老好人”，炼就金刚
之身，养一身浩然之气。

站在新时代，我们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
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改变革命
的初衷，不丧失必胜的信心，旗帜鲜明地
同各种错误思想、不良倾向和邪恶势力
作斗争，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
义和酒绿灯红的侵蚀影响面前一尘不
染、正气凛然，筑起民族复兴最坚强的政
治保障。

“新时代，我们要深刻把握红岩精神
的信仰之力、道德之力、团结之力、执行
之力，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始终
保持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
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
顽强意志，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实
现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黎余说。

“加紧学习，抓住中心，
宁精勿杂，宁专勿多；努力工
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
理……”走进中共中央南方局
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
在周恩来当年的办公室，一如
当年，简单、朴实、整洁，办公桌
上陈列着一张长26厘米、宽
19厘米的发黄信纸。

“这是周恩来在自己45周
岁生日当晚写下的《我的修养
要则》。它就像一面镜子，透过
它，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崇高
的人格，以及一位共产党人所
应达到的精神境界。”重庆红岩
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叶
维维介绍。

1943年3月18日，初春的
重庆乍暖还寒，细雨霏霏。当
日，正好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
日，他和邓颖超都没有丝毫声
张，准备和往常一样，度过这普
通的一天。

但办事处一些细心的同志
没有忘记周恩来的生日，为他
准备一桌“丰盛”的生日晚宴
（四菜一汤和一些糕点）。同志
们委托邓颖超大姐上楼请寿
星，可一等再等，始终不见周恩
来下楼。

最后，周恩来说：“你们的

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菜留给
加夜班的同志吧!”谢绝了同志
们为他准备的生日茶话会，只
简单地吃了一碗面条，就回到
办公室，亲笔写下这篇《我的修
养要则》：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
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
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
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
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
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
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
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
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
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
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
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
的物质基础。

”细品这份要则，它不仅
体现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
家、一名共产党人的优良品
质，也为我们今天的党员干
部严于律己提供了指南。“叶
维维说。

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
馆红岩魂陈列馆二楼展厅，陈
列着红岩英烈江竹筠写给亲人
的一封信。这封家书是1949
年8月27日，江竹筠被关押在
渣滓洞监狱时所写。信抬头的

“竹安弟”其实并不是江竹筠的
弟弟，而是江竹筠丈夫彭咏梧
前妻的弟弟——谭竹安。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
出生在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
江家湾一户普通农家，1939年
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组织上出于安全
考虑，决定派地下党重庆新市
区区委委员江竹筠假扮重庆市
委委员彭咏梧的妻子，协助他
工作。

江竹筠明白这一切都是为
了革命，毅然接受了这项任
务。从此，江竹筠和彭咏梧逐
渐成为了最亲密的同事和战
友。他们在共同生活、共同战
斗、共同历险的经历中，相互关
怀、相互敬重，渐渐地产生了感
情。1946年，江竹筠和彭咏梧
的儿子彭云出生。

1948年1月16日，彭咏梧
在下川东武装起义中，率部与
敌人遭遇，壮烈牺牲，头颅被敌
人砍下悬挂在城楼上示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
徒的出卖，江竹筠不幸在万县

被捕。6月15日，与地下党万
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等一起由
万县转押至重庆渣滓洞看守
所。特务在提审江竹筠时，江
竹筠都是一问三不知，甚至连
彭咏梧都说不认得，后来干脆
啥都不回答了。特务对江竹筠
使用酷刑，夹竹筷子、老虎凳
……江竹筠多次痛得昏死过
去，又被凉水浇醒。反复多次，
但得到的仍是江竹筠的厉声斥
骂。

1949年8月，同狱的曾紫
霞获释。出狱的头天晚上，江
竹筠用竹签蘸着棉灰制成的

“墨水”，在极薄的毛边纸上写
了一封“托孤信”，委托曾紫霞
交给谭竹安。

信中，江竹筠写道：“我有
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
起，我就下了坐两年牢的决
心，现在时局变化，年底有出
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
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
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
惊人的进步。话又得说回来，
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
死未定。假如不幸的话，云儿
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
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
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
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
矣。”

江竹筠：以建设新中国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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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稿件由记者韩毅采写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0月18日
至24日，七集电视纪录片《红岩家书》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CCTV-9）
黄金时段播出，受到广泛好评。

悦己读书会会长龙文羽说，红岩英
烈既是顽强的革命者，也是有血有肉的
普通人，对家人有着无限牵挂。但在关
键时刻，他们无畏生死，义无反顾地为了
胜利而战斗，这种精神感人至深。

阅淘读书联盟金牌导读师赵媛媛表

示：“我们应该牢记那段历史，从中汲取
前行动力，为谱写盛世华章奋斗不息。”

这部纪录片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的
关注。重庆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
专业研究生崔立恒说：“红岩精神是宝
贵的精财富，我们要学好红岩精神，坚

定理想信念，争取早日成才，更好服务
社会。”

重庆移通学院思政教师杨勇表示，
《红岩家书》中那些力透纸背的铿锵字
句，体现出先辈们的如磐信仰，令人感
动、令人振奋。

南岸怡丰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郑孟
雪说，作为学校大队辅导员，她将更加努
力地将党史教育融入对队员的教育中，
并引导队员知行合一，将爱党爱国情怀
根植于心。

《红岩家书》纪录片以烈士珍贵家书
为线索，以亲情为纽带，用详实的史料镜
头、精美的重现画面，生动讲述多位红岩
烈士追寻信仰的感人故事，及其后人继
承遗志、传承家风的立志奋斗历程。

纪录片《红岩家书》广受好评

红岩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的
实践价值。

首先，坚定理想信念，筑牢
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其次，厚植爱国情怀，让爱
国心、报国志成为全社会的自
觉行动。

再次，激扬凛然斗志，砥砺
奋进开新局。

最后，涵养浩然正气，担当
时代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