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论述 

 1948 年 5 月 5 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同陈毅、粟裕等商

讨渡江问题后，本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

华东局电。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

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

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

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关于粟裕兵团的作战地

点和任务，中央军委曾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决定由粟裕率领兵团

的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先在湘赣两省周旋半

年至一年，然后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挺进闽浙赣地区，如此

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的国民党军回防江南，迫敌处于更加被动

地位。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

致粟裕的电报中，提出三个渡江方案：一是休整半个月后，乘

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二是在二、三、四月进入伏牛山秦

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休整一个月，

然后渡江；三是二、三、四月在伏牛山、长江之间作战，五月

北返，休整两三个月后在秋季渡江。二月一日，毛泽东又就渡

江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同意粟裕率三个纵队赴

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

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

路或分梯队偷渡。四月十八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暂缓渡江，



  

认为三个纵队渡江后不一定会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回防，反而分

散了自身兵力，加上其他不利条件，不如继续留在中原作战为

好。四月三十日，经中央开会讨论，粟裕的建议被毛泽东和中

央军委所采纳。此后，中原战场我军取得重大胜利，为即将到

来的淮海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9年 5月 5日 邓小平在会见法国国防高等研究院代表团时，

谈到中国的军事战略指出：我们赞成法国拥有自己的核力量，

拥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包括常规力量。我们中国也要拥有

这方面的力量，但我们不同美国和苏联竞赛，我们没有那个能

力，我们花不起那么多钱。我们的战略是防御性的。三十年来，

我们在加强军事力量上从未放松过。在谈到中国的现行政策时

指出：中国人民吃够了落后的苦头、混乱的苦头，所以我们提

出要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谁

不这样做，谁就要被人民打倒。我们的政策要坚定不移地贯彻

下去。在谈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时指出：搞四个现代化，现在我

们还有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可以从发达国家，美国、欧洲和日

本引进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也可以取得相当多的国际资金。

这个国际条件是我们建国以来前二十年所不具备的。在这方面，

我们要采取开放政策。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管是

同外国公司搞补偿贸易也好，外国厂商在中国设厂也好，中国

增加的收入都归全民所有，所以不会发生改变政治制度的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有好的东西，如一些管理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有些青年受资本主义一些腐朽的东西的影响是难免的，我

们要进行教育。什么都怕，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1980 年 5 月 5 日 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杜

尔时强调，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是一

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

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认为社会主义

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各个国家应该根据

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

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

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根

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

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

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

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

信。这个谈话的一部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社会

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第四部分。 

 1994 年 5 月 5 日 江泽民在上海市考察工作时讲话强调，要正

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他指出：今年初，中央

确定了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这就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二十字是经过反复推敲、

认真研究后提出的，是指导我们当前和今后的全局工作和正确



  

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方针。改革是动力，发

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没有改革，我们就不可能走出一条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顺利

前进；没有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保持

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进行。 他还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

加强宏观调控并不是恢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一套管理办法，

而是要运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

要的行政手段去实现调控的目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必须

同加强和改善经济的微观基础紧密结合起来，并相互配套进行。

这篇讲话的一部分以《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为题，

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一卷。  

 2004 年 5 月 5 日 胡锦涛在江苏考察工作结束时讲话，全面分

析了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主要特点，提出把科学发展观贯

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他指出：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

键时期。综合起来看，说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主要

是基于以下几点：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外部环境日趋复杂

多变；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速，农

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经济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

深化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体制创新进入攻坚

阶段；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缩小地区发展

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

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对我国发展的影响明显加深；人民群众的



  

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多样

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

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

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

新的要求；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

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

强。总之，这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

风险的时期，是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能不

能抓住新机遇、解决新问题、实现新发展，是对我们党的执政

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大考

验。他指出：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必

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对整个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增强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结合实际，正确处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

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

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推进各项事业更快更好发展。他指出：树

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是内在统一的。要

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求真务实的着力点，在树立和落

实科学发展观中坚持求真务实，用求真务实的作风来树立和落

实科学发展观。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正确的政绩

观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发展观引导着正确的政绩观的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又保证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



  

发展观与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发展观，是

指导发展的科学思想。要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深刻内涵、基本要求和指导意义的认识，坚决破除一切阻碍科

学发展观落实的观念，坚决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

真正把思想方法转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要自觉用科学发

展观来指导工作，努力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

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

机制，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能力。要把科

学发展观贯穿于想问题、作决策、干工作的全过程，以长远眼

光谋划发展，以全局意识统筹发展，以科学态度抓好发展，更

加自觉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

发展。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发扬优良的工作作风紧密

结合起来。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干部工作作风建设

的重要内容来抓，切实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 这篇讲话的主要部分以《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

发展的整个过程》为题，收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2015 年 5 月 5 日 习近平在会见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代表时强调，我国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这支力量。希望中国红

十字会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增强

责任意识，推进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开展人道救助，真

心关爱群众，努力为国奉献、为民造福。 



  

二、党史回眸 

 1922 年 5 月 5－10 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

广州举行，到会代表 25人，代表全国 15个地区团组织的 5000

多名团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团的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明确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大会选

出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 

 1924 年 5 月 5 日 设立在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

员开始入学。6月 16 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

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

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该校担任政

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

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其中许多人成为军校的骨干。黄埔军校

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立的训练革命军官的学校，

为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军官。 

三、历史瞬间 

 



  

1950年 5月，毛泽东的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