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论述 

 1939 年 4月 29日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

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口号是长期抗

战。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

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

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动员

全国一切力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同时也有

消极意义的方面——可能被坏蛋利用为压制革命势力。我们的

任务，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使它

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

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1956 年 4月 29日  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共产党的

代表时，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谈到团结改造民族

资产阶级时，他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我们对民族资产

阶级，不但对他们的坏的一面作斗争，而且还给他们利益，一

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

主义改造的道路。谈到与其他阶级阶层的联盟时，他指出：无

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

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敌人

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与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对我们来说，

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为了这个革命目的，党必须充



  

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在国际上也一样。帝国主义是世

界性的，就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力量。最后，他强调指出：中

国的经验只能提供参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

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

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成功的经验在一国是成功的，但在另

一国如果一模一样，不改变形式，反而会导向失败。这篇谈话

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80 年 4月 29日  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台制片主任鲍利等

的电视采访时，谈到中国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对外政策指出：中

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

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

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

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自己关起门来建

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

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发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

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一个国家的人

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的革

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

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

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 

 1983 年 4月 29日  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

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率领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



  

团时提出，各国共产党应根据各自的国情确定革命道路。他指

出：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

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

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

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

样才靠得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

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他谈到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

以后的任务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

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

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

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

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建设社会主义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01 年 4月 29日  江泽民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大会

上讲话。指出：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要继续

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加快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在全国

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应该坚持

正确的办学思想，注重形成优秀的办学传统，形成鲜明的办学

风格，发展优势学科，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

伍，为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作出贡献。一流大学应该站在国

际学术的最前沿，紧密结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依托多学

科的交叉优势，努力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特



  

别要抓好科技的源头创新，并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一流大学应该成为继承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场所和

交流借鉴世界进步文化的重要窗口，成为新知识、新思想、新

理论的重要摇篮，努力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

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一流大学应该成为培养人才的

重要基地，不断为祖国为人民培养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中

国要实现繁荣富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要对

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必须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的人才。  

 2008 年 4月 29日  胡锦涛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夫

人及随行的访问团成员时，提出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十六字方针。他指出：两岸双方应当共同努力，建立互信、

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切实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

台海地区谋和平，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2016 年 4月 29日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

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

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

作，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

的好处。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了沿线国家的历史

记忆。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在

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

扬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

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

新的时代内涵。他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处理好我

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经

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

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国家总体目标和地方具体目标的

关系。他指出，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建

设“一带一路”不是我们一家的事。“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

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

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在发展

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要坚持正确

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

要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

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我国企业走出去

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

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他指出，人文交流合作也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内容。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

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

局。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人文基础。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

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



  

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

泛社会基础。要加强同沿线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努力打造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共同营造良好环境。

要重视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通过各种方式，讲好“一带一路”

故事，传播好“一带一路”声音，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

好舆论环境。 

二、党史回眸 

 1954 年 4月 29日  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印度政府代表团发表谈

判公报，宣布双方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

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协商，

签订了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

定。此后，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同印度总理

尼赫鲁发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申明上述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印两国

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一般的国际关系问题。次日，他在

访问缅甸时，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发表《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

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

系的原则。 

 2005 年 4月 2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同中国国民

党主席连战举行正式会谈。会后双方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

共同愿景》。这是 60 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 

 2020 年 4月 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

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完善常态化疫情防



  

控举措，研究确定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习近

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三、历史瞬间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