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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我讲的主题是《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江泽民曾经指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个精神支柱，没有自强

不息、积极向上的高昂精神，就会颓落下去。”我们要具有一种什么精神呢？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艰苦岁月中，由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

育的革命精神。井冈山，素以“天下第一山”“中国革命的摇篮”著称于世。主要精髓:1.坚

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2.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作风。 3.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4.

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简要回顾

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1927 年 10 月-1928 年 3 月）这一时期的核心内容是：毛

泽东引兵井冈，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1927 年秋，18 岁的贺子珍与兄长贺敏学随部队上了井冈

山。贺子珍和毛泽东初次见面是在 1927 年 10 月。当时，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

山。当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贺子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

人物”中，竟然有一个身材匀称、秀美清丽、热情活泼、落落大方的年轻姑娘。初次见面，

毛泽东和贺子珍彼此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1928 年 5 月下旬的一天，在袁文才的张

罗下，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象山庵举行了婚礼。当时，毛泽东 35 岁，贺子珍 19 岁。婚礼很简

单，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袁文才为婚宴弄了几道好菜，带来两壶老冬酒和一些花

生、糖果之类的点心，朱德、陈毅、宛希先、龙超清等一起热闹一下，就算是喝了喜酒。从

1928 年至 1937 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保持了十年。这十年，毛泽东历经了政治上的起

起落落，在他最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同生共死，不离不弃。战火中，毛泽东

和贺子珍同生共死，度过了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这十年，贺子珍还“年头一个年尾一个”

地为他生了十个孩子，在极其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尽着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也是这十年，贺

子珍的精神和肉体承受了太多的伤痛：与父母和儿女生离死别，惨失弟弟，艰苦条件下频繁

生育带来的病痛，还有长征中为掩护战友被敌机轰炸留下的十几块常让她阵阵作痛、刺激神

经的弹片……到了陕北后，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圣地。毛泽东日渐忙碌，和贺子珍的交流

却自觉不自觉地减少了许多。在这种情势下，夫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了起来，感情渐渐出

现了裂痕。1937 年 8 月，同毛泽东怄气的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准备再

从那转赴上海，“去治病”，“去学习”，“去休息”。她没理会毛泽东的劝阻和召唤，当她在西

安见到毛泽东派来送信并接她回延安的勤务兵时，她只是请他给毛泽东捎回了一块手帕，上

面写了四个字：“从此诀别。”当贺子珍准备从西安去上海时，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成了抗

日的战场。尔后，性情倔强的贺子珍，拒绝了毛泽东几乎是一路不停的挽留，义无返顾地转

道兰州、迪化，最终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到莫斯科后，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儿子，取了一个

俄文名字——廖瓦，然后隐名埋姓开始了学习生活。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



到她的头上。1938 年，十个月大的廖瓦染上肺炎夭折。正当她沉浸在痛失爱子的哀痛中，

国内又传来毛泽东同江青结婚的消息。消息并未得到证实，回心转意的贺子珍仍然想着学成

归国，夫妻团聚。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为一年前的冲动和任性付出沉痛代价，她还是深

情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近况，并附上自己在兰州拍的一张照片，托回国的战

友捎了过去。但她没有得到回音。

1939 年 8 月，贺子珍收到毛泽东托前来苏联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来的一封信：“自珍同

志，你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直到这时候，贺子珍才明白，

自己一时的轻率行为，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她已经永远失去了日夜思念的丈夫。这一年，

贺子珍 30 岁。 1950 年，毛泽东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

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贺子

珍要回到毛泽东身边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由于对毛泽东的思念有增无减，女儿又不在身边，

贺子珍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了。1976 年 9 月 9 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北京逝世。10 年的相

濡以沫，42 年的思念与期盼，如今却是一生一死，阴阳永隔。泪水悄悄地滑落，但她没有

哭泣。这位历尽人间至乐、至苦、至恨、至爱的英雄女性，紧紧地咬着那块精心挑选的白手

帕，强忍着把眼泪和呜咽，把一生的痛与快乐，一起吞进了肚子里。5 年后，饱经风霜的贺

子珍走完了一生坎坷不平的路。她带着满身的创伤和疤痕走了，她的遗产只有一张记录她一

生荣誉和清白的革命残疾军人证和十几块伴随她数十年、已成为她身体一部分的沉甸甸的弹

片！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十年婚姻、撼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和几十年的悲欢离合，留给自己的是

深深的伤痛和遗憾，留给后人的却是无限的感慨和启迪。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1928 年 4 月-7 月）这一时期的核心内容是：朱毛会师，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发展。

“八一”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于 1927 年冬从广东三

河坝撤出战斗后，经湘粤赣边境艰苦转战，进入湘南。1928 年 1 月相继攻克了郴县、永兴、

资兴、耒阳、安仁等县，恢复了党的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府。3 月中旬，还在郴州建立了

湘南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各县的红色政权。湘南暴动部队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经过艰苦转战，

于 28 年 4 月 25 日有近万人先后到达了宁冈碧市。4 月 28 日在砻江书院，毛泽东、朱德胜

利会见。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5 月 4 日，在砻市广场举行了庆祝两支部队胜利会

师大会。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一万多人。朱德、毛泽东先后讲了话，陈毅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

第四军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士兵委员会（即政治

部）主任。朱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在我军的建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革命史上

具有深远深元的意义。

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曲折发展（1928 年 8 月-12 月）这一时期的核心内容是：八月失败,

恢复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 年 7 月，在湖南省委的要求和指令下，红 4 军

主力红 28、29 团出击湘南，与国民党范石生部战于郴州，先胜后败，红 29 团基本溃散，余

部不过百人。得知红军大队不在根据地，湘赣两省敌军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县城及平原地

区尽为敌据，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造成根据地著名的“八月失败”。

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后期斗争（1929 年 1 月-1930 年 2 月）这一时期的核心内容是：坚

持边界武装斗争，开拓新的革命根据地。

袁文才：江西宁冈县人，生于一个客籍农民家庭，新婚妻子被土豪强占，父亲去世，母

亲被杀，学业未完，落草井冈山，参加绿林组织。在中学期间，认识了贺敏学，贺子珍。大

革命后期接受党的领导，任农民军总指挥，并加入共产党。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后，鼎力

帮助，任 32 团团长、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为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0 年被错

杀。

王佐：江西遂川县人，生于贫苦农家，学裁缝为生。不满豪绅欺凌，投身绿林，当“山



大王”，但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帮助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立足。加入共产党，并成为团级

指挥员。为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0 年被错杀。

二、井冈山精神内涵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主题,也是井冈山精神最本质、最重要的内涵。

“新”即它是一条有别于苏俄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革命新道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与时俱进,敢于走新路

的革命胆识。

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是坚定信念、矢志不移。“坚定信念、矢志不移”是井冈山精神的首

要方面,是井冈山精神整个体系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保证,是井冈山军民坚持斗争、夺取胜利的

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在屠刀面前不屈服,坚

持革命斗争的产物。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产

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革命力量。

井冈山精神的基石是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同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站在一起，完全为了

人民群众谋利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甘共苦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

内容，也是党和红军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

和红军将士，用正确的政策、模范的行动、铁的纪律，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取得了人

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从而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井冈山精神的时代价值

（1）、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革命战争时代的积淀，是中国共产党优良革命传统的源

头

（2）、井冈山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3）、井冈山精神是加强执政党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强大思想武器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井冈山道路是不朽的，井冈山精神是永恒的。伟大的井冈山精神

铸就了共和国之魂。井冈山精神以其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团

结奋斗、流淌不息的重要精神血脉。新的世纪所涌动的时代风貌、时代气脉，仍然需要融会

井冈山精神的内核，呼唤井冈山精神的灵魂井冈山精神的优良传统又必须和改革开放以来焕

发出的新的时代风貌结合起来，“熔铸”成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并将它“贯注”到广

大人民群众中去。做好这种熔铸、贯注工作，是新世纪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

也是我们“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