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论述 

 1941 年 6月 9 日 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伯承、

邓小平并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报提出在河北平原反“蚕

食”斗争的政策，指出：日军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

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区。击破这种政策的中

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

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

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

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

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

（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

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打破日军分离我军民团结的毒

计。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将引起敌人残

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

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

朋友，不要大吹大擂（荫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

隐蔽的方式，不能与根据地一样。总之，愈能保存自己，团结

人民，孤立日寇，就愈能长久坚持。健强由当地干部率领与地

方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是坚持平原的基本条件，特别是

这种三角地带其作用更为重大。若无此种地方武装单靠把主力

分散去进行游击是困难的。 



  

 1992 年 6 月 9 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

发表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

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提出我国社会

主义的新经济体制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指

出：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这就

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

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

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

推向前进。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

产力发展的原有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经济体制。

改革原有的经济体制，是为了清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使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次革命，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2000年 6月 9日 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都应该按照

“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我们党永远

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

不断前进。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在实行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

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和十五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



  

设上已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我感到，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

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来

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坚持做到这“三个代表”。

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指出：这些

年来，我们积累了一条重要经验：形势越复杂，任务越繁重，

斗争越尖锐，我们就越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

本纲领、基本方针，坚定不移地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目标、总任务而

不懈奋斗。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能变。这

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我们就能“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船”，真正做到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

不因循守旧。这篇讲话以《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

领导干部》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2014 年 6 月 9 日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

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我国科技

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

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

潜能。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步伐。他指出，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

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科学

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要准确把握重点领域科技发展的战略机遇，选准关系全局和长

远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通过高效合理配置，深入

推进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

体系，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

里。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敢于担当、勇于超越、找准方向、

扭住不放，牢固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和信心，敢于走别人没

有走过的路，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勇于创造引领世界潮流

的科技成果。他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

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

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

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

新源泉充分涌流。要着力加快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

计，改革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深化产

学研合作，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

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着力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聚焦国家战略

目标，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

重大关键科技问题。  

 2017 年 6 月 9 日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要强化命

运共同体意识，巩固团结协作，携手应对挑战，深化务实合作，

拉紧人文纽带，坚持开放包容，携手创造本组织更加光明的未



  

来。他就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提出 5 点建议。第一，巩固团结协

作。要深化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加强立法机构、政党、

司法等领域交流合作，构建平等相待、守望相助、休戚与共、

安危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中方倡议制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 5年实施纲要。第二，携手应对

挑战。中方支持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主张

加强地区反恐怖机构建设，倡议举办防务安全论坛，制定未来

3 年打击“三股势力”合作纲要。呼吁各方支持阿富汗和平和解

进程，期待“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为阿富汗和平重建

事业发挥更积极作用。第三，深化务实合作。中方和有关各方

正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等区域合作倡

议以及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等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上海合作

组织可以为此发挥重要平台作用。中方倡议逐步建立区域经济

合作制度性安排，支持建立地方合作机制，并积极开展中小企

业合作。第四，拉紧人文纽带。中方愿同各方继续做好上海合

作组织大学运行工作，办好青年交流营、中小学生夏令营，并

主办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文化艺术节等活动，启动实施“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计划”。中方倡议建立媒体合

作机制，将主办本组织首届媒体峰会。第五，坚持开放包容。

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其他国家开

展合作，赞成本组织继续扩大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交

流。 



  

二、党史回眸 

 1944 年 6 月 9 日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记者团成员

有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外国新闻社的六名驻华

记者，《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晚报》

等国统区新闻单位的十多名中国记者及国民党官员、翻译等共

二十余人。该团在延安参观访问一个月左右。中共领导人多次

和这批中外记者会见交谈，介绍国共谈判、中共的希望和工作、

中共抗战情况。 

 1985年 6月 9日－15日 首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通过

《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到 2018年，

共实施 7 个五年普法规划。 

 1992 年 6 月 9 日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

《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

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 

 1998 年 6 月 9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

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实行

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

进就业的方针。 

 2018 年 6 月 9 日－10 日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行。10 日，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要提倡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



  

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历史瞬间 

 
1955 年 6月 9日，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