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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野

延安“窑洞对”广为流传，激
励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牢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接受人民
监督。77 年后，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再 次 提 到 了

“窑洞对”。他指出，“经过不懈
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
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
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
变色、不变味。”

1945 年 7 月，民主人士黄炎
培到延安考察，在窑洞中他谈到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
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
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

到 新 路 ，我 们 能 跳 出 这 个 周 期
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
路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
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
著名的“窑洞对”。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
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
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也提到“窑洞对”。他说：“毛
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
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
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
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
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
革命。”

我 们 党 历 经 百 年 、成 就 辉
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
很 多 ，越 是 这 样 越 要 发 扬 自 我
革 命 精 神 ，千 万 不 能 在 一 片 喝
彩 声 中 迷 失 自 我 ，这 正 是 新 时
期对延安“窑洞对”精神的继承
和发扬。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
最好的清醒剂。像“窑洞对”一
样，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与
郭沫若的“甲申对”，也对中国共
产党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1944

年，毛泽东同志对郭沫若撰写的
《甲申三百年祭》非常赞赏，先后
两次号召全党学习，并把它作为
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突出
强调戒骄和防腐：“我党历史上
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
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
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
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
骄傲的错误。”

党的历史上还有一个重要
的对谈，那就是“赶考对”。党中
央由西柏坡到北京城时，毛泽东
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
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

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
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
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
话，被人们誉为“赶考对”。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
利实现，正向第二个“一百年”目
标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用百
年奋斗书写出新时代“窑洞对”
的答卷。

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窑
洞对”“甲申对”“赶考对”已成为
全党作风建设的制胜法宝，成为
中国共产党的长鸣警钟，必将世
代传承。

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它是党的统一战线建立的标志和
开端。这个议决案改变了中共一
大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
系的规定，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
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
基础，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地位和
意义。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共
经历了五次统一战线。在党领导
中国人民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发展
和壮大起来的统一战线，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内
容及特点。

唤起工农千百万

1931 年形成的工农民主统一
战线是第二次，认识到了农民问
题的重要性，并将关于农民问题
的一系列正确观点，运用于土地
革命中，使这个统一战线具有更
牢固的工农联盟基础。党紧紧依
靠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开
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
道路。同年底爆发的宁都起义，
为红军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巩固
和发展了中央根据地，是党在国
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
一次重大胜利。

1937 年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是第三次，中共中央将抗日
反蒋的方针，转变为“逼蒋抗日”
的方针，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将红
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促进了国
共第二次合作。毛泽东 1941 年
提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
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
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
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
中国问题的。”因此，抗战时期中
国共产党把争取民主党派、民主
人士等中间势力作为工作重点。

1939 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
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
局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国民党统

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其任务
不仅仅是领导和指挥南方国民党
统治区、部分沦陷区及新四军党
组织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复杂
凶险的斗争环境中始终高举抗
战、民主的旗帜，积极主动地与国
民党左派、民主党派、外国友人和
广大群众沟通联络，向他们宣传
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方
针，最大限度地赢得国内和国际
社会的支持及理解。

肝胆相照 风雨同舟

抗战胜利后形成的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是第四次，在推翻国民
党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在旧政协会议期间，
中共代表同民盟代表在一系列重
大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采
取共同行动。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由于中
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入，
使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
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的政

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尽管参加
过中国民主同盟的青年党、民社
党跟随国民党走了，但民主同盟
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
大多数仍然同共产党站在一起。
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
民主同盟等团体坚决反对，表示
愿与共产党共进退，并在斗争实
践中不断进步。

1949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的新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
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
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
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
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
大关系》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共产
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方针，标志着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
史阶段。

新时期形成的爱国统一战
线 是 第 五 次 ，其 统 战 范 围 扩 大
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
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
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
者。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把中华儿女广泛团结起来，聚合
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磅礴力量。

重庆统战工作实践

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统战工
作，是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下开展的。西南局第二书记刘
伯承兼任统战部长，在西南局全
体会议上提出了遴选党外人士参
加军政委员会的意见。他说：“做
好民主人士的工作，可以争取一
大片人。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应
该是统战工作的模范。”他作《为
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

报告时，又明确指出：“今天所开
的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是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种组织形
式。”

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非
常重视统战工作，先后撰写了与
统战问题有关的多篇著作。在

《克 服 目 前 西 南 党 内 的 不 良 倾
向》一文中，他提出严格要求：

“中央规定，凡是党员与非党员
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
管你有理无理。不这样，统一战
线就不能巩固，就会使自己孤立
起来，就会做不好工作，就会增
加对革命的抵抗力，这对人民的
事业非常不利。”

刘伯承和邓小平配合默契，
带头推动统战工作，充分调动了
西南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
的积极性。在党组织和人民的共
同奋斗下，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
水被彻底荡涤，新生的人民政权
朝气蓬勃，工厂冒烟、农村丰收，
实现了梦想多年的繁荣兴旺。

老百姓的柴米油盐，
时常惦记心上。
大爷家缺不缺粮，
大妈身体是否健康？
广场的噪音减没减少，
公园的环境漂不漂亮。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时常记一本账。
小区路灯亮不亮，
停车位是否还紧张？
门前的道路宽不宽敞，
屋后的排水通不通畅。

哦，渝事好商量，
大事小事牵动儿女柔肠。
安居乐业，爱的向往，
一片深情温暖幸福时光。

哦，渝事好商量，
急事难事融进百姓希望。
富饶景象，梦的乐章，
一片真爱绽放信仰力量。

（作者系万州区政协常委）

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发展、民族命运紧密融合，用奋斗
奏响平凡与伟大的交响曲。这是阅读《我和我的祖国：时
代人物故事》一书带给我的最直观感受。这部由文汇报社
编著的新闻纪实作品集，把笔触对准 63 位时代功勋人物，
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在作者
细致入微的书写中，汇聚成一幅奋进的画卷。

理想的光芒、初心的力量，在字里行间弥漫开来。由
此书，读者可更深入了解这些“中国梦的践行者”的挑战与
超越、梦想与荣耀，其中有矢志不渝的信念，也有迎难而上
的锐气，更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被誉为中国航天“大总师”的孙家栋，在其 60 多年的航
天生涯中，负责主体设计的卫星达 45 颗。他是经历过旧社
会的人，那年月什么东西都要带个“洋”字，甚至铁钉、火柴
也不例外，这让他很痛心。在航天领域报效祖国，孙家栋
靠着国家支持和集体智慧，脚踏实地、砥砺前行，从“东方
红一号”到“嫦娥一号”，从“风云气象卫星”到“北斗导航卫
星”，都有他的身影。在孙家栋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
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羸弱到强大的非凡变化；一个民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为了这个朴素而伟大的梦
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赤脚下田，一走就是几十个春秋，
鲐背之年仍为“稻粱谋”。1973 年实现三系配套，1986 年提
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1995 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
稻，1997 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稻田里，他
留下的每个脚印，都伴随着杂交水稻技术的发展，为我国
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了杰出贡
献。斯人虽逝，风范长存。袁隆平的家国情怀，融于每一
粒稻米之中，“一日三餐，米香弥漫，饱食者当常忆袁公”。

有一些声音，历经岁月洗礼却永不褪色。每当《我的
祖国》熟悉的旋律响起，郭兰英“白金质地”般的歌喉总让
人心潮澎湃，感动不已。这位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其
歌声贯穿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历史节点，承
载着人们的欢愉、理想和爱憎，成为让一代代中国人热血
沸腾的国家记忆。而纵观郭兰英的人生，也如同一首跌宕
起伏的歌曲，音符或铿锵或婉转，不仅留下了宝贵的艺术
成就，更书写了真正的“艺德”二字。

此外，“一生与青蒿结下不解之缘”的屠呦呦，赋予一
株小草顽强的生命力，使中国医药造福世界；“把深潜进行
到大洋之底”的叶聪，“驭龙”之旅尽显英勇，矢志攀越深海
科技的高峰；“让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吴良镛，行
万里路，谋万家居，为建设美好人居环境而奋斗不息；“骥
老犹存万里心”的叶嘉莹，从漂泊到归来，穷其一生传递中
国古诗词之美……这些最可爱的追梦人，把自己的追求与
时代同频共振，汇涓流而成江海，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
步。他们是这个伟大时代的闪亮坐标，是中华民族的脊
梁，是我们真正应该追崇的“全民偶像”。伟大出自平凡，
平凡造就伟大。合上这本厚重的《我和我的祖国：时代人
物故事》，脑海中依然闪现着时代功勋们几十年如一日，无
惧困难、无畏拼搏、无私奉献、以身许国的身影。功勋闪耀
新时代，英雄精神永相传。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这群默默
奉献的人，会真切感受到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伟力，也是
中国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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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窑洞对”
□ 邱小平

同心同行一百年
□ 杨耀健

红旗漫卷茨岩塘红旗漫卷茨岩塘
□□ 罗毅罗毅

一入龙山茨岩塘，转盘处的
巨 型 城 雕 就 吸 引 了 我 的 目 光 ，
品 字 造 型 的 红 色 枪 林 ，拱 卫 着
红 五 星 和 金 色 的 镰 刀 、锤 头 。
头戴八角军帽全副武装的红军
战士，从不同方向，或吹军号、
或敬礼、或高举钢枪，仿佛正在
告 别 根 据 地 ，迈 上 新 征 途 。 这
里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后出
发地。

通往茨岩塘的公路两边，红
旗迎风招展。龙泉广场民居墙
壁 上 ，彩 绘 红 军 与 乡 亲 离 别
图 。 一 幅 幅 巨 型 画 像 ，无 声 地
诉说着那一段悲壮激昂的红色
岁月。

茨岩塘所在地，属武陵山区
高山盆地，平均海拔 850 米。这
里群山逶迤，层峦叠嶂，景色宜
人 。 盆 地 内 坪 岔 交 错 ，良 田 万
顷。两排秀丽青山呈弧形包围
过来，两山临界的山垭口，自然
构成“塘”的进出口。

好 一 处 易 守 难 攻 的 天 然
战 场 。

1928 年 5 月，贺龙元帅率工
农革命军，由桑植转战茨岩塘，
熊熊烈火在这块土地上燃烧起
来 。 1934 年 10 月 28 日 ，红 二 、
六 军 团 从 酉 阳 南 腰 界 出 发 ，向
湘西北的永顺、保靖、龙山、桑
植挺进，发动湘西攻势……

站在“红军战斗在龙山”大
型 雕 塑 前 ，我 默 默 注 视 红 旗 指
引 下 冲 锋 陷 阵 的 战 士 ，仿 佛 听
到了那年那月正义的呐喊——

进入湘西后，红二、六军团
纵横捭阖，所向披靡，在大庸成
立 了 湘 鄂 川 黔 革 命 根 据 地 省
委、省革委会、省军区。1935 年
5 月 6 日，省委、省革委会、省军
区机关辗转迁至茨岩塘。

当年茨岩塘，地处偏远，以
其天然的地理优势和人民群众
的 真 心 拥 戴 ，接 纳 并 养 育 了 这
颗“江南明珠”。而今，红二、六
军 团 长 征 陈 列 馆 巍 然 耸 立 ，红
军 无 名 烈 士 墓 庄 严 肃 穆 ，红 军
医院、兵工厂、被服厂遗址修旧
如 旧 ，一 件 件 充 满 年 代 感 的 红

色 文 物 ，带 给 后 来 者 战 场 枪 炮
轰鸣的强烈即视感。

87 年后的今天，我虔诚地走
进了茨岩塘龙家大屋。这里是
湘 鄂 川 黔 革 命 根 据 地 省 委 、省
军 区 旧 址 。 上 世 纪 30 年 代 中
期 ，贺 龙 、任 弼 时 、关 向 应 、萧
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在这里
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指挥军团
相继取得了十万坪、陈家河、忠
堡、板栗园、芭蕉坨、招头寨、石
家 垭 等 重 大 战 斗 胜 利 ，粉 碎 了
国 民 党 近 40 万 重 兵 的 围 追 堵
截，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策应了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在 中 国 革 命 史
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红色故事永载史册，革命精
神代代相传。与乡民攀谈，茨岩
塘人竟家喻户晓红 18 师的历史。

1934 年 8 月 7 日，红六军团
西征。军团转战赣、湘、桂、黔 4
省，突破敌军数道封锁线，进至
贵州省石阡县甘溪地域，红 18
师第 52 团一直担当后卫任务。
当 军 团 陷 入 敌 军 包 围 后 ，迅 速

变 为 前 锋 ，为 主 力 前 进 开 辟 道
路。突围战斗打响，第 52 团又
由前卫转后卫，掩护军团撤退。

在石阡县困牛山，面对步步
逼近的敌军和被迫走在敌人前
面的老百姓，52 团官兵“宁死不
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毅然
选 择 了 集 体 跳 崖 ，团 长 田 海 清
和百余红军战士壮烈牺牲。红
18 师舍命断后，掩护了军团主
力 突 围 ，为 红 六 军 团 和 红 三 军
木黄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 年 8 月 10 日，又是红 18
师担当重任。为掩护红二、六军
团“东征”，全师将士奉命留守茨
岩塘，以血肉之躯牵制数倍于己
的敌人。几个月后，当红二、六
军团按照中央命令突围转移时，
红 18 师临危不惧，又一次担负起
留守断后的艰巨任务。

短 短 两 年 内 ，红 18 师 三 次
断 后 或 留 守 ，历 经 数 百 次 惨 烈
战斗，付出重大牺牲，用生命和
鲜血一次又一次掩护主力战略
转移。 1935 年 12 月初，按照军

团 命 令 ，师 长 张 振 坤 率 部 冒 死
突 围 ，从 茨 岩 塘 东 北 方 向 的 苞
谷 坪 杀 出 重 围 ，成 为 最 后 一 支
出 发 长 征 的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队
伍。1936 年 1 月 9 日，红 18 师历
经千辛万苦，辗转征战，终于在
贵 州 江 口 ，追 赶 上 军 团 主 力 部
队 。 舍 身 忘 死 的 绝 命 后 卫 师
4000 余将士，仅存 600 余人。

艳阳高照。茨岩塘龙泉广
场上，孩子们自由自在地嬉戏、
玩 耍 ，乡 亲 们 悠 闲 地 翻 晒 着 玉
米、辣椒，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广场上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 走 的 巨 幅 宣 传 画 ，昭 示 茨 岩
塘这一方红色土地始终激荡着
浩然英雄气。

望着村中那一面面猎猎飘
扬的红旗，我知道，逶迤武陵，
洒 满 红 军 将 士 的 鲜 血 ，永 远 值
得后人铭记；苍茫酉水间，红军
传人正从这里踏上新时代新征
程，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山 上 山 下 茨 岩 塘 ，风 展 红
旗，壮美如画。

统战故事统战故事

▶ 1949 年 6 月 ，
新政协筹备会
开幕

▲新政协筹备会
常委合影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