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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演兵场 蜜参赛队员驾驶装甲车快速穿越复杂路段。

蜜参赛队员武装奔袭，快速占领射击阵地。

8月 9日，为期 5天的武警部队首届“突击”
火力分队大比武落下帷幕。

此次比武区分不同人员和武器装备，设置
7个类别 21个课目，在 4个片区陌生地域同步
展开，来自武警部队 33个单位的 800余名官兵
展开激烈角逐。

事先不组织熟悉场地、不进行适应性训练，
所有比武课目都按照实战要求设置战术背景，
全程真打实抗、昼夜连贯实施，对参赛人员的体
能、技能、战术、心理等进行综合考核。在装甲
车车载机枪战术射击课目比武中，参赛队员驾

驶装甲车快速通过2公里弯道限制路、蛇形限制
路等复杂道路，根据实时导调情况，连续对不同
距离的半身靶、胸环靶多个目标实施射击，在近
似实战环境中一决高低。重机枪夜间射击课目
比武时，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茫茫雨夜，重机枪
手闫国锋俯卧在地纹丝不动，双目紧盯目标区
域。15秒断续照明后，他果断向 200米外半身
靶、150米外胸环靶开火，打出了107环的好成绩。

以比促训，以赛促备。据悉，此次比武是武
警部队创设训练品牌的实践探索，磨砺锻造了
一批军事素质过硬的“神炮手”“神射手”。

蜜夜间射击课目比武中，参赛队员冒雨操作枪械。 蜜参加迫击炮简便射击课目比武的队员沉着应战。

800尖兵沙场论剑
—武警部队首届“突击”火力分队大比武掠影

■本报特约记者 谢析搏 通讯员 安晓惠 郑秦浩 周焕成摄影报道

（上接第八版）

处理黄克功一案时，面对许多人刀
下留人的请求，毛泽东坚定地说：共产党
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
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黄克功最后被判处死刑。而张灵甫仅仅
被关了一年就官复原职，继续掌权领兵。

孔祥熙和肖玉璧。前者，是国民政
府财政部部长；后者，曾任陕甘宁边区贸
易局副局长。

1942年 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贷
款5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跟踪调查发现，
这笔款中竟有8000万美元直接存入了孔
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丑闻曝出，舆论
哗然，孔祥熙却在蒋介石庇护下照样升
官发财。而在共产党一边，1933年参加
革命、浑身有 90多处伤疤的肖玉璧因贪
污挪用公款3050元边区币，被处以极刑。

两个政党，两种纪律，两种作风，两
种走向。
【同期】姜铁军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两个领兵人，两个“理财人”的不同

结局，深刻揭示了国民党、共产党的本质

区别。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直伴随着

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每一个阶段。

【解说】

鉴于王明严重破坏党的统一和张国
焘由反对党中央发展到投靠国民党的深
刻教训，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个人服从组
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
服从中央”。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
会工作规定与纪律的决定》，规定“各中
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
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
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党的民主
集中制等一系列原则和制度，在这一时
期得以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
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
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
党”。把纪律放在最前面，是因为他深
知，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只有加强纪
律，才能赢得群众，才能赢得战争。

1941年至 1942年，陕北进入了最为
艰苦的岁月。
【同期】谭虎娃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教授

当时，侵华日军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

的封锁，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八路军军饷

的拨款。再加上顽固派的破坏，延安陕甘

宁边区经济陷入了困顿。在这种情况之

下，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亲

自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解说】

黄土地上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
好江南。

1943年 1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
议上，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 22位在群

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
毛泽东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为
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
在人民。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最高利
益。毛泽东种菜，朱德织毛衣，周恩来纺
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精兵简政，减轻
人民负担。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毛泽东
用一篇通俗易懂的演讲，生动诠释了共
产党人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治理下的延安，逐步实现了
“十个没有”新气象：没有贪官污吏，没有
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
老婆，没有叫花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
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
有人发国难财。

一位作家写道：“那是一个奋发的时
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
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
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2005年 5月 26日，爱泼斯坦在北京
去世。在他的寓所，摆放着一张毛泽东
的石印相片，这张有毛泽东签名的相片
伴随了他 61年——1944年夏天，这位波
兰记者随中外记者参观团采访延安，从
此留在了中国。
【同期】黄浣碧 爱泼斯坦夫人（85岁）

爱泼斯坦跟这些进步的人士接触以

后，觉得他们都是为中国奋斗的，为中国

人民这么做的，他觉得中国共产党是真

正能够救中国的。

【解说】

延安，像一方磁场，吸引着四面八方
的人们。一份1942年 5月日本出版的《华
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约70％投
奔了共产党。1944年 11月，国民党兵役
部部长鹿钟麟报告，抗战 7年，前后征壮
丁共1100万人，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
万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武装迅速壮大，到抗战胜利时，部队发
展到132万人，民兵260余万人。

一个政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而不
是一劳永逸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
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
治品质和严明政治纪律，必须勇于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早在 1939年 10月《共产党人》杂志
创刊的时候，毛泽东就在发刊词中正式
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归纳
为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他把“党的
建设”描述为“伟大的工程”。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职干
部教育的指示》中决定，以每年 5月 5日
即马克思诞辰日为“学习节”。第一届学
习节，54岁的朱德被评为学习模范。

1942年 6月 13日，毛泽东致电主持
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说，学习在延安大
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及文化人，如无此

种学习，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
【同期】杨光明 红军老战士（96岁）

每个礼拜六要开党的小组会，每个

党员的思想觉悟就更高了。办什么事都

要看看对党有没有利，对人民有没有

利。群众拥护咱们，咱们就能打胜仗，就

能解放全中国，所以加强纪律性，革命无

不胜。

【解说】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
与自我批评，这一时期，党的“三大作风”
渐趋成熟，党的肌体更加健康，党的基层
组织更加坚强；这一时期，党的委员会对
党政军民一切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党的
一元化领导空前加强。人民军队虽然分
散在远离中央的一处处战场上，但是，每
一颗心都随着延安跳动。

恩格斯说过：“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
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
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
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
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邓小平后来谈道：延安整风以后，无
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
泼，心情舒畅。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
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
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
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
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
听哪！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
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

1947年盛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
别山，像尖刀插进了国民党腹地。

这年秋天，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召
开，蒋介石不仅向国民党提出研究和学
习共产党,还把延安整风的 3份文件作为
学习材料。

也许，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让蒋介石
意识到了国共两党在党的建设上的巨大
差距。然而，为时晚矣。

【推出片名】回望延安

延安：造就了一大批能够担当重任
的栋梁之才

【解说】

二道街，延安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处，坐落着抗日军
政大学旧址。它离延河的直线距离不过
500 米。直到今天，从这里传出的还是
人们熟悉的抗大校歌旋律。

几千公里外的广州珠江长洲岛，也
曾有过一所名震中外的军校——名叫黄
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

陈赓，曾经救过蒋介石一命的黄埔
生，著名的“黄埔三杰”之一，在离开黄埔
10年后，成了抗大第二期学员。那一期的
抗大学员，还有罗炳辉、杨得志、赖传珠

等，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
1949年，陈赓的第四兵团如同旋风

一样解放广东，进军广西，截断了白崇禧
部的海上退路，国民党在大陆的又一支
重要力量被歼灭。

蒋介石曾经问过他的手下：同是黄
埔出身，为什么国民党没有一个打得赢
陈赓？

也许，他的部将至死也无法回答这
样的问题。

国共两党的最后结局所折射的，其
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才观、用人观。

最早到达陕北的外国记者斯诺这样
描述抗大：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
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
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
只有这么一家。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
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最简
陋的校舍里，传授的却是最先进的救国
救民思想。

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
任，朱德、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为抗大上课。毛泽东鼓励抗大学员：你
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
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期】颜晓峰 国防大学教授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

的因素。那个时期，延安有中央党校、抗

大、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艺等30多所

干部学校。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

次授衔，6位元帅、8位大将、26位上将、

49位中将和129位少将曾在抗大工作和

学习过。

【解说】

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外交，放眼
世界，还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像延安时
期的共产党人一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
里，造就了群星璀璨的人才方阵。

小小的延安，成了外国记者和作家眼
中的“巨型的实验室”。美国记者白修德
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在这所实
验室里，所有热情澎湃的学生献出了他们
的思想的精华，就在这些山边的无数窑洞
里，共产党把这些精华溶化成了全国性的
政策，把这些智慧铸成实际组织的能力，
然后又把这些人员和他们脑袋里的成熟
思想一股脑地重新送回到各个地区。”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办学十
年，培养的 10万余名优秀干部，如同十
万粒火种，点燃起大江南北的燎原烈火。
【同期】郭志刚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战场上的较量说到底是人的较量。

延安时期培养的大批的治党治军的骨

干，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乃至建设新中国，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

础。总结党在这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很

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运用这些经验，来

培养和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干部

队伍。

【解说】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
来担承！”这，就是黄河之滨、延水河畔的
共产党人胸怀的理想。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

斯门”。这曾是黄埔军校大门上的对
联。黄埔之初，也有过远大的抱负。然
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把黄埔
变成了培植个人势力的私器，黄埔和黄
埔生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胡宗南，蒋介石最宠爱的将领之一，
这个在战场上并没有展示出多少才华的
黄埔一期学员，成为国民党军队黄埔生
中的第一个军长、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
第一个陆军一级上将。

1947 年 3月，这位“天子第一门生”
占领一座延安空城后，竟然凭空捏造了
俘虏 5万的战报，甚至让士兵穿上解放
军的军装扮演俘虏欺骗舆论。

蒋介石视察延安，胡宗南花费巨资装
修行辕，还派专机将澡盆、马桶、沙发、西
餐用具等运抵延安，可谓绞尽脑汁。然
而，面对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西北野战
军，坐拥优势兵力的胡宗南，却一败再败，
占据延安不过一年就不得不仓皇撤出。

后来，46位国民党“监察委员”联名
以“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
军国最巨”为由弹劾胡宗南，又是在蒋介石
默许下，以应免议处落幕。

国共两党的用人观，反映在战场上，
结果就是：共产党战将如云，国民党无人
可用。

蒋介石泄气地说：“抗战胜利以来，
我们一班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
党五十年之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党
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
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
讥笑侮辱的对象。”

【尾声】

让我们跟随镜头，再次回到 1945年
春天的延安，回到杨家岭七大会场。

刚进延安时种下的小树，已是亭亭
如盖。从南方红土地上走来的共产党人
在黄土地上落地生根。

此时，距离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已
经 17年。党的七大在敌后抗战的心脏
延安举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
新开端，它标志着诞生 24年的中国共产
党真正成为了独立自主的、成熟的先进
政党。
【同期】谢春涛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

长

从落脚点到出发点，延安时期，中国

共产党锤炼出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形成

了先进的指导思想，积累了丰富的治党

治军经验，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可以担当

重任的骨干人才。延安时期的伟大成就

昭示我们，党是领导一切的。今天进行伟

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

现伟大梦想，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必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

得更加坚强有力。

【解说】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
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
山。”这是从苏北敌后战场来到延安的七
大代表陈毅当时的诗句。

也就在那个春天，距离延安千里之外
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人们争相传阅《淮海
报》刊载的一篇文章：《1945年的延安》。

这篇出自美国记者派西福拉斯之手
的文章，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预言说，在本年年底以前，延

安会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中心，
也不算太轻率。”

其实，这样的前景，作为战略家的
毛泽东早就预见到了。七大召开间隙，
毛泽东专门请与会代表观看由郭沫若先
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同名话剧。
他将这部戏视为“胜利时勿要骄傲”的历
史镜鉴，告诫全党引以为戒。

伟大的实践创造伟大的精神，伟大
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七大闭幕后两
个月零四天，日本投降。

七大闭幕后三年七个月零二十天，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主
力基本被歼灭。蒋介石无奈地写下“冬
天饮寒水，雪夜过断桥”后，黯然引退。

七大闭幕后四年三个月零二十天，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2015年 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延安。
此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徐徐展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正在照进现实，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正阔步新时代。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回望
延安，回望党和军队的精神家园，习近平
发出号召——

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
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
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
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
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撰稿：贾永、李敬坡、钱宗阳、王传

宝、曾皓、康小怀、周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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