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论述 

1943 年 4 月 22 日  毛泽东复信何克全。信中指出：生日决定不

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

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

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

熟。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同日 周恩来写出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

者》的报告提纲。报告从八个方面作了具体的阐述。关于领导者的立

场，指出：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要有坚持

原则精神；要相信群众力量；要有学习精神；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

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关于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关系，指出：一是领导

的一元化，集中化与民主生活（讨论与分工）；二是个人负责制与个

人领导——大后方环境更需要这一方式，但在集体领导下也并不取消

这一方式；三是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

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关于什么是正确领导，指出：必须

正确地决定问题；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

决定的情形之审查。关于领导者的任务，指出：要抓紧思想政治的领

导、组织领导，要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要审查工作人员和工

作计划之执行情形，要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

关于领导群众，结交朋友，指出：领导者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

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



  

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领

导者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关于领导艺术，指出：应抓住中心一环，推

向前进；要顾全大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关于工作方

法，指出：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

政策；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

方式。关于工作作风，指出：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目

前，特别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

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这篇报告提纲收入《周恩来选集》

上卷。 

1947年 4月 22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

罗瑞卿电。电报指出：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

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这

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同日 针对晋绥一些地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问题，刘少奇致信贺龙、

李井泉、张稼夫等。信中指出：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

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

要有计划的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的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

信中指出：我们任何干部，包括各级的负责人在内，均必须受群众的

切实的毫不敷衍的考察和鉴定。群众有完全的权利和自由批评与撤换

我们任何干部，在各种会议上令他们报告工作及答复群众所提出的质

问，指出他们的缺点，揭发他们的错误，选举或不选举他们到领导机



  

关。群众的这种权利，我们必须切实保障，使其不受侵犯。只有充分

发扬群众的民主，才能清除我们党内及政府内一切贪污腐化及官僚主

义的现象，才能肃清社会上数千年来的封建残余。七月二十五日，毛

泽东把这封信批转各地，并指出：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原则，

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 

1978 年 4 月 22 日  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就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四点意见： 第一点，提高教育质量，

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的学校

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的标准是应该使受教育

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

文化的劳动者。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

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

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

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

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

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

方法，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

第二点，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

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我们要大力在青少年中

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

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上工

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



  

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

积极工作的劳动者。第三点，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

适应。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我们培养训练专门家

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的计划。我们不但要看到

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

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第四点，尊

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

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

动者，关键在教师。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

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对于优秀的教育工

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这个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题为《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1 年 4 月 22 日  江泽民在四川考察工作时提出，要重视科学

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他指出：海湾战争，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

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相信最终决定

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但是，先进的武器毕竟是重要的，科学

技术是不能忽视的。在国防科技领域，我们要重点研究开发一些关键

技术。掌握这些技术，是实现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的需要，也是整个

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这篇讲话以《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科学

技术》为题，收入《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  

1999 年 4 月 22 日  江泽民在成都主持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座谈会，在讲话中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打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攻

坚战。他指出：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适应国内外经济、科技和市场的发展变化，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科技创新

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以

来，我们党在实践中形成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方

针。主要是：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

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革同

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对国

有企业实行战略性改组；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

竞争机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管理

制度；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实

行政企分开，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等等。这些基本方针，符合我

国国情，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在实践中是行之有

效的。我们要结合实际，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篇讲话的一部

分以《坚定不移地打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攻坚战》为题，收入《十

四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2005 年 4 月 22 日  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讲话指出：构筑长期稳

定、内涵丰富、与时俱进的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要成为相

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合作伙伴；经济上要成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

合作伙伴；文化上要成为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合作伙伴，推动不同

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安全

上要成为平等互信、对话协作的合作伙伴。这篇讲话以《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题，收入《十六大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中）。  

2015 年 4 月 22 日  习近平在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时表示，各国

应该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强亚非合作，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

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 他就弘扬万隆精神提出 3点倡议。第一，

深化亚非合作。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亚非国家要坚持安危与共、守望

相助，把握机遇、共迎挑战，继续做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

好伙伴、好兄弟。第二，拓展南南合作。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加

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应该抱团取暖、扶携前行。第三，推

进南北合作。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要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

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在不附加政治条件基础上，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

持力度，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缩小南北差距。  

2016 年 4 月 22 日  习近平致信祝贺清华大学建校 105周年。他

在贺信中指出，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我国

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源源不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站在新的起

点上，清华大学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服务国家、坚

持改革创新，面向世界、勇于进取，树立自信、保持特色，广育祖国

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才，深度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努力在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方面走在前列，为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人类文明进

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党史回眸 

1958 年 4 月 22 日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建成。 

1960 年 4 月 22 日  为纪念列宁诞生 90周年，《红旗》杂志编辑

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

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生 90周年纪念大

会上作《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 

1978 年 4 月 22 日－5 月 16 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

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

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

要求相适应；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 

1991 年 4 月 22 日－25 日  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截至当时，“八六三”计划实施五年，取得科技成果四百多项，其中

五十多项达到国际上 80年代中、后期水平。会议宣读了邓小平为中国

科技事业的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2016 年 4 月 22 日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

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做好党的宗教工作，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

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

宗教工作主动权。 

同日 中国签署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三、历史瞬间 

 

1978 年 4月 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开幕式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