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论述 

1939 年 4 月 24 日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

会上讲话。讲话指出：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

已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

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

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

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

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

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

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

我们不但能组织工农，训练工农，并且自己也做工农，这样我们就更

加革命化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

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 

1945 年 4 月 24 日  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

面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中两条不

同指导路线的斗争和人民战争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

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

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 

关于一般纲领，报告指出：我们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

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

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关于具体纲领，报告提出的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

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

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

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

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

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

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

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报告谈到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

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

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

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报告谈到吸收外资的问题，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

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

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

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

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

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

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

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

国人民也是不利的。 

报告还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

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

风。这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

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

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

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

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同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作口头

说明。谈到路线问题时指出：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概

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最

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

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

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

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

那就是提高他们。关于政策方面，他列举了十一个问题。其中，关于

资本主义，指出：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

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

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

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

派就是这样。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我们不

要怕发展资本主义。谈到个性与党性，指出：外面有人讲共产党是要



  

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

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

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种差别，结果

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他还提倡，党内要讲真

话，“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他提议读五本

马列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

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

文集》第三卷。 

1998年 4月 24日  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军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其他部门。现在可以看得

很清楚，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要素，在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中的

作用越来越突出。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知识的

较量。迎接世界军事变革的挑战，我们一方面要把武器装备等“硬件”

搞上去，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完善体制编制等“软件”的作用。体制

编制科学合理，可以更好地吸纳高科技发展的成果，充分发挥人才的

积极性创造性，提高领导、指挥和管理效率，优化整个军队的系统功

能，实现人和武器的最佳结合。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是会出军事经济

效益、出战斗力的。 这篇讲话的部分内容收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2011 年 4 月 24 日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一○○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他指出：高等教育作为

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

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

工作之中。必须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要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借鉴国际先进理

念和经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

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

承创新。 

二、党史回眸 

1928 年 4 月 24 日前后  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

部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随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以罗霄山脉

中段为根据地，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向北发展，向南游击

的方针。并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

红四军）。 

1949 年 4 月 24 日  华北军区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攻占山西

省会太原，历时 6 个多月的太原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 135000 余人，全

歼守敌 84000 余人，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 38 年的反动统治。4 月 29

日，大同守敌接受和平改编，山西省至此全部解放。 

1951 年 4 月 24 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

指示》，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依照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

按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其中大城市每年至少须开会三次，县至少须

开会两次；各级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工作，应向各该级人民代表会议

提出报告，并在人民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与审查；一切重大问题应经



  

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同日，政务院还发出指示，要求在 10万人

口以上的城市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 

1970 年 4 月 24 日  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

方红”1 号。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 439 公里，最远点 2384 公

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 68.5 度，绕地球一周 114 分钟。

卫星重 173公斤。“东方红”1 号的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

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标志着我国在宇航技术研

究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1983 年 4 月 24 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利

改税试行办法》，将国营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

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 

2014 年 4 月 24 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修订

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三、历史瞬间 

 

1945 年 4月 24日，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共七次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