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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 7月 23日至 8月初，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移至

嘉兴南湖）召开，出席大会的 13 名代表，

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

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

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产

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后来，7 月 1 日又是如何被确定为

党的诞生纪念日的呢？这还要从中共

中央进驻延安说起。

第一次在 7 月 1 日开展
党员教育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长期处于

革命战争年代，风雨飘摇，历经艰辛。

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我党一直没有进

行有计划、有规模、有程序且公开的纪

念建党活动。1937 年 1 月 13 日，党中央

进驻延安，环境相对稳定，开始了纪念

建党活动。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37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

子大会，周恩来作了题为《十六周年的

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这是我党历史上

第一次在 7 月 1 日开展党员教育活动。

报告概述了我党自成立以来经历

的曲折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取

得成就的原因在于，是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

的联系的党。

报 告 系 统 总 结 了 中 共 在 大 革 命

时 期 的 历 史 教 训 ，号 召 党 在 继 承 优 良

传 统 、汲 取 革 命 教 训 的 基 础 上 自 觉 地

担 负 起 领 导 全 国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的任务。

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党的
成立纪念日

党 的 一 大 召 开 后 不 久 ，党 中 央 在

上 海 曾 遭 到 一 次 破 坏 ，包 括 一 大 档 案

在 内 的 中 央 档 案 资 料 全 部 遗 失 ，致 使

关于党的一大的很多问题在相当长时

间 里 成 为 历 史 之 谜 。 1936 年 ，党 的 一

大 代 表 陈 潭 秋 在 莫 斯 科 发 表 了 文 章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讲述了中

共 一 大 召 开 的 具 体 过 程 ，提 供 了 许 多

生动鲜活的细节，文中说：“一九二一

年 的 夏 天 ，上 海 法 租 界 蒲 柏 路 ，私 立

博 文 女 校 的 楼 上 ，在 七 月 下 半 月 ，忽

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

来 就 是 各 地 共 产 主 义 小 组 的 代 表 ，为

了 正 式 组 织 共 产 党 ，约 定 到 上 海 来 开

会 的 。”他 只 是 说 中 共 第 一 次 代 表 大

会是在“七月下半月”开的，并没有提

到具体日期。

以 国 共 两 党 合 作 为 基 础 的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正 式 形 成 后 ，为 进 一 步

扩 大 中 共 的 影 响 力 ，统 一 全 党 思 想 ，

凝 聚 力 量 ，投 入 到 抗 战 中 去 ，1938 年

春，中共中央准备举行纪念建党 17 周

年 活 动 ，需 要 确 定 具 体 日 期 。 当 时 ，

在 延 安 的 一 大 代 表 有 毛 泽 东 、董 必 武

等 人 。 他 们 回 忆 一 大 是 7 月 份 召 开

的 ，但 确 切 的 日 期 记 不 清 了 ，于 是 就

商 量 将 7 月 1 日 作 为 党 的 诞 生 纪 念

日。

1938年 5月 26日至 6月 3日，毛泽东

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

的讲演。他在讲演中提出：“今年七月

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

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

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

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这是我党

领导人第一次提出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纪念日。

革命年代开展的纪念建
党活动

1938 年 6 月 14 日，陕甘宁边区党委

宣传部和边区抗敌后援会，召开延安党

政 军 、各 机 关 团 体 代 表 第 一 次 联 席 会

议，商定 7 月 1 日至 7 日，开展抗战一周

年及中国共产党成立 17 周年纪念周活

动。6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

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6 月 25

日，《新中华报》发表《从“七一”到“七

七”纪念周，抗大是怎样筹备的？》文章，

第一次将党的成立纪念日精炼地概括

为“七一”。

据《新 中 华 报》报 道 ，1938 年 7 月

1 日 上 午 10 时 ，在 延 安 市 工 会 举 行 工

人 大 会 ，成 立 了 延 安 市 各 业 工 会 总

俱 乐 部 。 下 午 2 时 ，工 人 宣 传 队 整 装

出 发 ，在 钟 楼 到 北 城 门 一 带 宣 传 。

当 天 ，最 轰 动 全 城 的 是 晚 间 的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7 周 年 提 灯 大 会 。

太 阳 还 高 悬 在 西 山 顶 上 ，各 学 校 、团

体 、机 关 、部 队 就 开 始 向 南 门 外 公 共

体 育 场 会 合 ，延 安 大 概 一 半 以 上 的

人 都 拥 到 这 里 来 了 。 主 席 台 前 面 高

高 挂 着“ 延 安 各 界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十 七 周 年 纪 念 大 会 ”的 横 幅 。 晚 上 7

时 ，大 会 宣 布 开 幕 。 首 先 是 全 体 人

员 齐 唱《义 勇 军 进 行 曲》，然 后 由 八

路 军 后 方 政 治 部 主 任 莫 文 骅 致 词 。

会 场 响 起 雷 鸣 般 的 热 烈 掌 声 ，“ 拥 护

中 国 共 产 党 ”“ 中 国 共 产 党 万 岁 ”的

口 号 声 此 起 彼 伏 。 当 西 边 的 晚 霞 消

失 在 夜 色 中 ，灯 火 照 耀 了 大 地 ，从 延

安 城 墙 上 望 去 ，仿 佛 一 片 星 海 。 提

灯 大 会 正 式 开 始 ，提 灯 队 由 南 门 入

城 ，有 飞 机 灯 、炸 弹 灯 、五 星 灯 、宝 塔

灯 等 各 种 造 型 的 灯 。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抗 大 第 五 大 队 第 五 中 队 的“ 五 星·

斧 头·镰 刀 ”灯 ，灯 上 一 面 写 着“ 71—

77”，另 一 面 写 着“ 1921— 1938”。 城

内 街 道 两 侧 观 众 云 集 ，歌 声 、口 号 声

响 彻 夜 空 。 此 后 一 周 ，延 安 每 天 都

有 庆 祝 活 动 举 行 。

《解放日报》首次出版建
党纪念特辑

“ 七 一 ”作 为 党 的 诞 生 纪 念 日 ，

最 早 见 于 中 央 文 件 是 1941 年 6 月 。

当 时 ，中 共 中 央 发 出《关 于 中 国

共 产 党 诞 生 二 十 周 年 、抗 战 四 周 年 纪

念的指示》，明确提出：“ 今年‘七一’

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

国 抗 日 战 争 的 四 周 年 ，各 抗 日 根 据 地

应 分 别 召 集 会 议 ，采 取 各 种 办 法 ，举

行 纪 念 ，并 在 各 种 刊 物 出 特 刊 或 特

辑 。”这 是 以 中 共 中 央 指 示 的 方 式 明

确规定 7 月 1 日为庆祝建党的日子。

1941 年 7 月 1 日 ，延 安 各 机 关 、学

校、部队、团体放假一天，召开纪念会、

报告会，热烈庆祝建党 20 周年。中共中

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编辑出版了“中国

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了一

篇社论和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写的三

篇纪念文章。

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指

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

创造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中国共

产党二十年的历史，对于中国革命还有

一个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就是它已经

在全国人民面前成了一个最雄辩的见

证，这个见证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

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与一

切丧失自信、希图依靠他人和依靠机会

者流的论断相反，是能够独立奋斗的，

是 绝 对 不 可 战 胜 的 ，是 具 有 无 限 前 途

的。”

朱德在《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

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是

与北伐战争以来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

不可分割的。”“二十年的中国革命战

争 过 程 ，证 明 了 一 个 真 理 ：只 有 中 国

共 产 党 ，才 能 最 英 明 地 掌 握 中 国 革 命

战 争 的 发 展 规 律 ；只 有 中 国 共 产 党 ，

能 在 一 切 历 史 时 期 中 ，永 远 为 当 时 最

革命的政治目标而坚决地进行革命战

争 ，反 对 当 时 中 华 民 族 和 人 民 的 主 要

敌 人 ；只 有 中 国 共 产 党 ，能 定 出 和 坚

持当时最革命的战略方针。”

林伯渠在《中国共产党与政权》一

文 中 说 ：“ 中 国 共 产 党 高 举 起 布 尔 塞

（什）维克的旗帜，跨过了光辉英勇的斗

争道路，在短短的一段历史途程上刻画

了永古不朽的痕迹”“还是第一次，在没

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里，出

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军队，建立了

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的政权。这是中国

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值得自豪

的地方。”

吴 玉 章 的《我 和 共 产 党》一 文 ，从

他个人 40 多年的经历和中华民族五千

年 的 历 史 文 化 阐 述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伟

大，他说：“中国有了人类最进步的革

命 理 论 —— 马 列 主 义 ；中 国 有 了 最 强

有力的、群众的、最进步的革命政党——

共产党。”

“七一”建党纪念日的由来
■郑学富

迎着初升的太阳

驾驶战舰去远航

我们是光荣的潜艇兵

海底“龙宫”是熟悉的家乡

没有鸟语花香

却有鱼鸣鲸唱

没有小桥流水

有的是暗礁涌浪

为了万里海疆安宁

为了可爱祖国富强

建成“水下钢铁长城”

是我们神圣使命与担当

牢记党的嘱托

肩负人民希望

我们是光荣的潜艇兵

深海大洋是建功的疆场

舱室虽然狭窄

胸怀无比宽广

水下没有阳光

心里格外亮堂

为了海面春光明媚

为了世界和平理想

我们在海底昼夜潜航

悄然无声中箭在弦上

踏上新的征程

目光瞄向远方

我们是光荣的潜艇兵

有五洋捉鳖的英雄胆量

不怕浪高风狂

敢于亮剑大洋

迎接全新挑战

续写壮丽篇章

为了建设一流海军

为了实现强军梦想

我们用青春和热血

铸就中国潜艇世纪辉煌

我们是光荣的潜艇兵（歌词）

■曹国强

庐山，山势险峻，景色秀丽，“奇秀

甲天下”。

1959 年 7 月 1 日，党的 38 岁生日，

毛泽东同志登顶庐山，极目所望，感怀

使命，心中涌起诗情和豪气，赋诗曰：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

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

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首

《七律·登庐山》，并非一般的登峰吟咏

诗作，而是时代巨人的襟怀、历史潮流

的赞歌。

诗是什么？我国古人说，“诗者，持

也，持人性情”“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

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

为诗”。外国哲人说，“诗是迷醉心怀的

智慧”“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诗

是绝对真实的精神的艺术，把精神作为

精神来表现的艺术”……尽管对诗的解

释不同，但“瞬间情感的喷涌”，即抒情，

都是其共同特点，正所谓“诗贵情真”。

100 多年来，每当党的生日前后，

许多共产党员都会“诗为赋心，赋为诗

体”，或祝福，祝福党的生日，赞美伟大

的成就；或认同，认同党的意志和党的

主张；或期待，期待在党的领导下实现

民族的复兴。通过写诗这一“最精炼有

力的语言创造”，让爱党的炽热情怀在

字里行间流淌。这些诗歌，因为灌注其

中的“红色基因”，彰显伟大建党精神，

总是给人以心灵的震撼、精神的鼓舞和

灵魂的洗涤。

“时代转红轮，朝阳日日新。今年

春 草 除 ，犹 有 来 年 春 。”这 首《狱 中 遗

诗》，是共产党员吕大千在 1937 年 7 月

就义前写下的。“丹砂粉碎丹仍在”，尽

管在狱中，敌人对吕大千施用了各种酷

刑，但他仍然坚信，共产党员就像春天

里的草，拥有蓬勃的生命力，即使“今

年春草除”，明年也会发出新芽，表达出

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相信革命事业必胜

的坚定信念。

“七一”两个字，仅有三个笔画。然

而在共产党员心里，这两个字高于天、

重如山，她象征着责任、使命、奋斗。在

7 月 1 日这一天，许多共产党员心里都

会涌动起“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

属人民”的豪迈和“喜爱旌旗红似火，星

星之火要燎原”的情怀。

1961 年 6月 30日，朱德同志回忆党

的不平凡历程和丰功伟绩后，欣然写下

《纪念党的四十周年》：“工人有党气掀

天，战斗曾经四十年。三座大山齐推倒，

两重革命一肩担。”字字铿锵，字字真情，

对党 40年来的成就做了凝练概括，表达

了自己继续为党奋斗的坚定决心。

爱党，既是浓烈的情怀，更是实在

的行动。一百多年来，多少视死如归的

革命烈士、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忘我

奉献的先进模范，都把爱党的实际行

动，写在了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

职的诗行里。

1981 年 6月 28日，随着党的生日临

近，漂泊在外的共产党员、“雷锋式优秀

船员”严力宾更加思念家乡。凌晨，他披

衣起床，写下了《党旗颂》：“赤旗引路六

十秋，苦斗才赢山河秀。一根红线织经

纬，万滴鲜血染方畴。镰刀劈碎旧日月，

斧头开出新千秋。东亚从此绝病夫，睡

狮醒来冲天吼。”写完，严力宾情不自已，

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啊！我多想扑进

大海，化作一滴海水把它抚爱。不，还是

变成海蚌吧，把一星骨灰接入心怀，蘸着

我生命的浆汁磨砺，为世间捧出珍珠再

放异彩。”

有时候，高尚的行动也是最美的

诗。这样无言的诗，虽然无形，但力量

无穷。上世纪 70 年代某年“七一”，查

果拉“高原红色边防队”举办赛诗会。

战士们争相发言，表达对党的热爱。轮

到班长游开文时，这名老兵掏出发言

稿，满怀激情地朗读起来：“敬爱的党支

部，在纪念党诞生的节日里，作为一个

普通党员，超期服役的老战士，我有一

个迫切的请求：复员不回我的家乡——

天府之国四川，坚决留在西藏农村安家

落户……敬爱的党，请批准我的要求，

让我留在西藏农村，用热汗浇灌大寨

田，让幸福种子撒在雪山。”谁说这仅仅

是一份申请书呢，不，这分明是一首质

朴深情的诗篇。

哲人有言：“无论写诗、读诗，都蕴

含重新发现自我的机遇。”对作者而言，

诗是“瞬间幸福的记录”“强烈感情的自

然迸发”，散发着“成熟的理性”；对读者

而言，“诗如禅机、在于参悟”，而“有灵

魂的人可以在诗中找到知己”。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

脚下是行者无疆。“江山留胜迹，我辈

复登临。”在建党 101 周年纪念日来临

之际，让我们再次咏诵这些诗歌，感悟

革 命 先 烈 的 忠 诚 信 仰 ，以“ 数 风 流 人

物 ，还 看 今 朝 ”的 博 大 胸 怀 与 使 命 担

当，以梦想为岸、以旗帜掌舵、以信仰

作帆、以奋斗划桨，唱响“风卷红旗过

大关”的凯丽壮歌，书写“此卷长留天

地间”的时代华章。

感
悟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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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
范

晶

“南北山班虽然山高路远，但我们

坚持塔上练本领，塔下学理论，勇于在

一线担苦、担难、担重、担险。我为自己

扎根深山感到光荣。”日前，在海军参谋

部某保障大队组织开展的线上读书交

流会上，南北山分队分队长杨力的发

言，引得各分会场掌声不断。

据该大队政治工作部主任王英超

介绍，大队以读书交流会为契机，利用

“两微一端”等学习载体，采取“线上＋

线下”“阅读＋分享”相结合的方式，常

态化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取得了良好

成效。读书会将《论持久战》《孙子兵

法》《之江新语》等作品列为必读书目，

安排一线带兵人、科研人员、基层思想

骨干等代表进行交流发言，引导官兵

端正价值追求，养成学习习惯，掌握工

作方法，不断把读书成果转化为练兵

备战的精神动力。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们要全心

全 意 为 军 事 科 研 事 业 贡 献 自 己 的 力

量，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瞄准强敌大

胆创新，务实务干。”该大队副研究员

韩利说。

阅读催生奋进力量
■凌寒羽 张 聪

七 彩 风

阅读时光

文化博览

阅 图

活力军营

这幅作品拍摄于海拔

4000 多米的昆仑山北麓武

警某部。周末，官兵在环境

优美的高原生态温室内休

闲娱乐。画面前景中，两名

战士正体验 VR设备，背景中

还有官兵在阅读。作品构

图主次分明、虚实结合，从

一个侧面展现出官兵丰富

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

（点评：雷 涛）

周末时光
■摄影 杨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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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规范记心间。 提高对装备保养的认识。 枪械保养，注重细节是关键。 车辆精检细修保安全。 为“钢铁战友”换新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