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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写在习仲勋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

欧 阳 淞

2023 年的 10 月 15 日，是习仲勋同志的 110 周年诞辰。
80 年前，即 1943 年的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毛泽东同志再次莅临

会议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会议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 22 人予以奖励。

习仲勋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手中接过奖状和毛毯。

毛泽东同志为 22 名获奖者的奖状 ( 均为一块长约一尺、宽约五寸的漂白布) 逐一题词，给习仲勋

同志的题词是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上款是 “仲勋同志”，下署 “毛泽东”。这份十分珍贵的题

词，是毛泽东同志对习仲勋同志的高度赞誉，也是习仲勋同志革命人生的真实写照。

习仲勋同志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在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洪流中投身革命; 在革命处于低潮、个人身陷囹圄时毅然加入

中国共产党; 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艰难岁月里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甘地区举起工农武装割据

的大旗; 在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他 21 岁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

政府主席，32 岁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6 岁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49 岁受到错误处理，65 岁

复出，67 岁回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习仲勋同志曾任国务院副总

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

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传奇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无私

奉献的一生。

习仲勋同志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一往无前、矢志不移，是怀抱 “最大的牺牲决心”的坚定革命者。

在民族危亡和社会苦难中成长的习仲勋同志，从小就向往光明、立志救国救民。他曾说过: “我亲

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

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习仲勋同志少年时代就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 年 5 月

加入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屠杀政策，习仲勋同志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

命气概。1928 年春，习仲勋同志在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时，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关押。在狱中，他坚

贞不屈、继续斗争，转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那时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就在

习仲勋同志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他怀抱 “最大的牺牲决心”，一次又一次站到革命斗争的最前沿。
1930 年，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习仲勋同志受党组织委派，深入国民党军队从事兵运工作。在

他和刘林圃等同志的组织领导下，1932 年 4 月爆发了震惊陕甘地区的 “两当兵变”，创建了工农红

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同志担任支队队委书记。尽管这次斗争后来在转战中失利，但它有

力地策应了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斗争，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特别是在陕

甘两省的政治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两当兵变”因此而载入了党的史册。以 “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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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为起点，习仲勋同志开始经受武装斗争的血与火的考验。习仲勋同志之所以能在危难面前选

择奋斗，在逆境面前选择坚定，在是非面前选择正义，在风浪面前选择从容，一个根本原因，就是

因为他胸中有信仰、心中有党。给人以星火者，必怀火炬。习仲勋同志一生信仰如炬，理想如帜。

他用毕生的奋斗探索，诠释了共产党人价值追求的真谛。

习仲勋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而浴血奋斗，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

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习仲勋同志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与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开创革命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他曾说: “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

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组织一系列武装暴动失败后，习仲勋和刘志丹、谢子长

等同志开始思考 “陕甘革命道路究竟该怎么走”的问题。他们学习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

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创建了先后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习仲勋同志以极大精力领导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

设，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他和刘志丹同志实行的 “狡兔三窟”式多区域战略布局，后

来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由于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革命道路，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被 “左”倾

错误的执行者污蔑为 “逃跑主义”“梢山主义”，但他们仍不断排除 “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坚

持、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1934 年 11 月，习仲勋同志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

年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 ( 又称 “西北革命根据地”) 。

正当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的时候，1935 年 9 月，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

肃反中被王明 “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关押。危急时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长征到达陕甘，释放了

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并为他们安排了工作。陕甘这块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 “硕果仅存”的革命

根据地得以保存，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日后又发

展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习仲勋同志坚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群众疾苦，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

同志始终 “以党为重”“以党为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因错误肃反遭关押获得释放平反后，

他告诫受到冤屈的同志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听从党中央的调遣。习仲勋同

志曾强调指出: “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习仲勋同

志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他都能够

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自己在 “左”的统治和流毒严重危害下没有犯过 “左”的

错误，而且坚持有 “左”反 “左”，有右反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和正确执行。在

陕甘宁边区，无论是在关中守卫边区南大门，还是在绥德地区保卫边区北大门，习仲勋同志始终是

党和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执行者，始终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

一面”。在关中，他领导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戴。“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

都知道他，都喜欢他”，“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

心的朋友”。在绥德，他深入农村、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三三制”政权建设取得了很大成

绩，他坚决抵制和纠正在整风审干和 “抢救运动”中出现的 “左”的偏向，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和

群众。毛泽东同志称赞习仲勋同志是 “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习仲

勋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和林伯渠同志一

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土地改

革中要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 “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毛泽

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为纠正土改运动中的偏差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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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同志为革命战争胜利而英勇奋战，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而呕心沥血，是军事斗争和军队

建设的卓越领导者。作为党在西北地区早期兵运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习仲勋同志很早就与武装斗争

这个中国革命最大的特点结下不解之缘，也很早就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在总结关中党

的工作经验时指出: 关中党的发展，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没有一天离开了武装斗争。中国革命武

装斗争的特点，同样表现在关中的党里。习仲勋同志高度重视军事斗争，也善于领导军事斗争。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与领导游击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多次 “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在

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中，他领导军民多次击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并与张宗逊等同志一道

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参战部队仅用不到三天时间，便将胡宗南部击溃，全面收复了失

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组织策动横山起义，参与指挥了榆横战役。1946 年 7 月至 9 月，在不到三

个月的时间里，习仲勋同志接连接到毛泽东同志 9 封亲笔信，他按照毛泽东同志部署，组织南线出

击，接应王震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中原突围胜利返回延安。在转战陕北期间，他协同彭德

怀同志率西北野战兵团，在边区人民支持下，与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周旋，指挥了保卫党中央、

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一系列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 “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

战斗的胜利。其中的青化砭一战，仅用一个多小时，即歼灭胡宗南部 31 旅近 3000 人，整个战斗速

战速决，当时被新华社称为 “模范战例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习仲勋同志既是一位优秀的军

事指挥员，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为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尤

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西北

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等职务，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

一起，或率部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团结社会各

方面力量，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同志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壮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崇高

的荣誉。1945 年 6 月，在党的七大上，习仲勋同志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9 年 9 月，习仲勋同

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0 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生涯翻开了新的篇章。他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央宣传

部、政务院、国务院、广东省委、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为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进步，为改革开放的起步和经济特区建设，为

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宗教工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

民主法制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其中，他晚年写下的人生画卷

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页，就是作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党中央领导和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

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在广东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探索试验。习仲勋同志

也因此成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百业待举。年过花甲的习仲勋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复出，接

受党中央委派到广东工作的。此时，习仲勋同志还没有得到彻底平反，但他不计个人荣辱得失，表

示无条件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奉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在广东的两年零八

个月时间里，习仲勋同志历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

委第一书记等职。习仲勋同志把广东当作 “第二故乡”，在这片南国热土上，团结带领省委 “一班

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大胆实践、开拓创新，揭开了广东改革发展的崭新篇章。

坚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习仲勋同志到任时，广东同全国一样，百废待兴。人民群众急

切盼望发展经济，使国家尽快振兴起来，使人民生活尽快富裕起来。但是，长期 “左”倾错误的影

响和僵化的体制机制仍然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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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后，习仲勋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这一讨论形式上是一个理论问题、哲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

问题，是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主要负责同

志中，习仲勋同志是最早一批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省区市

委书记; 在全国各省区市的党委机关报中， 《南方日报》是最早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报纸之一。在 1978 年 6 月召开的省委四届一次常委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习仲勋同志一针见

血地指出: “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丰富这个理论，离开实践，

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习仲勋同志和省委旗帜鲜明地

带领全省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促进广大干部群众摆

脱了 “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启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在广东，“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文

化大革命”前的 “左”倾 错 误 也 积 累 了 不 少 历 史 遗 留 问 题。习 仲 勋 同 志 主 政 广 东 后，明 确 指 出

“对错案、假案、冤案，要大张旗鼓地平反昭雪”。从隆重悼念陶铸同志到雷厉风行解决污蔑彭湃、

杀害彭湃家属的冤案; 从为 “李一哲事件”平反到推动反 “地方主义”案件复查平反，习仲勋同

志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勇气，大刀阔斧开展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其中，仅 “李一哲事件”的主要成员，习仲勋同志就

先后十次予以会见。他还采取标本兼治的方法，妥善解决了困扰广东多年的偷渡问题。针对长期以

来偷渡问题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偷渡外逃人员一律被当作刑事犯来打击的情况，习仲勋同志严

肃地指出: “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 这些人是外流不

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他还说: “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

才好。”在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就能说出这番话来，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 正是习

仲勋同志的正确判断、鲜明态度和一系列标本兼治的办法，使得困扰广东多年的偷渡问题很快得到

缓解并逐步自行消退。在习仲勋同志和省委的领导推动下，有 20 多万人先后卸下了历史包袱，干

部群众的团结得到增强，局势得到稳定，广东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率先提出广东改革开放 “先走一步”。习仲勋同志和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

出的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习仲

勋同志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 1979 年 4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广东省率先向党中央提

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

求。这一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和党中央的赞同。1979 年 7 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

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由此，在广东大地上 “杀出一条血路

来”，奏响了改革开放 “先走一步”的时代号角。一年之后，习仲勋同志等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广

东工作时，进一步提出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等问题，得到中央书记处的肯定，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

建设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积极推动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仲勋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改革开放 “先走

一步”的决策部署，强调 “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他还说: “只要对人民有

利，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干，胆子大一点。”他和省委带领全省人民抓住机遇、锐意进取，打破封

闭僵化的条条框框，迈出了改革开放 “先走一步”的坚定步伐。在经济特区的创建过程中，习仲勋

同志深感责任重大，强调说: “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

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在他和省委的领导支持推动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建

设逐步展开，实行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引进外资、技术和设备的工作实现突破，“三来一补”得到

促进，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陆续兴建。所有这些，奠定了广东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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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广东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农村鼓励 “三定一奖”“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探

索，在城市推广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扩大企业自主权的 “清远经验”，取得良好效果，引起全国关

注。广东还在全国率先推进农副产品购销体制改革，按照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逐步放开价

格; 对 “统购包销”的商业流通体制进行改革，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活跃农副产品市场、改善人

民生活进行了有益探索。此外，计划、交通、科技、教育、劳动工资等领域的改革也取得初步进

展。习仲勋同志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和省委一班人带领广东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为广

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也为国

家制定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习仲勋同志还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习仲勋同志和省委以整风

精神认真清理 “左”的思想影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切实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和班子队伍问题，

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

习仲勋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光辉业绩和卓越贡献深深铭记在我

们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我们学习和纪念习仲勋同志，就要学

习他始终不渝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品格; 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呕心沥血的革命精神; 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一生热爱人民、心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就要学习他始终保持共

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崇高风范，为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懈奋斗。

在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的 1999 年 10 月 1 日，86 岁高龄的习仲勋同志参加了国庆庆典。在天安

门城楼上，面对广场欢腾的人群，他深情地感叹道: 人民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在波澜壮阔的革

命生涯中，为了人民江山，习仲勋同志出生入死、百折不挠; 为了人民利益，习仲勋同志夙兴夜

寐、赤胆忠心。如今，人民江山坚如磐石，伟大事业前程似锦，我们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加充满信

心! 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习仲勋同志在革命、建设、改革漫长岁月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理

想信念、真切的为民情怀、高超的领导艺术、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高尚品格，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党的一份宝

贵的精神财富，将在新的时代熠熠生辉、永放光芒。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 本文作者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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