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论述 

 1935 年 5 月 19 日 毛泽东同即将率领强渡大渡河先遣队通过

彝族区的刘伯承谈话。谈话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

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

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

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

先渡过大渡河。 

 1941 年 5 月 19 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

们的学习》的报告。报告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作

风，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号召全党注重调查

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报告指出：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中国共产

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

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

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

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

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

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是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还存在着很

大的缺点，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我们党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

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

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违背

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态度

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

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

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他们

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

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

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

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

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

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

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

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

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

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

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



  

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

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

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

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

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

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

具备的态度。报告还提出三点建议：（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

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

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三）对于

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

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

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最后强调：我们

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

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

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

风》《反对党八股》，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是毛泽东关

于党风和学风建设的基本著作。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1985 年 5 月 19 日 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

发展教育的紧迫性问题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

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

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



  

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

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

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

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

历史的责任。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

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

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

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

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

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

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这篇讲

话以《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

三卷。 

 2015 年 5 月 19 日 习近平在会见全国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

大会代表时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时期，面临复

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

素明显增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务繁重艰巨。要高度

重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家安

全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依法防范、制止、打击危害我国家安

全和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理解、支

持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同心协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他

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是党和人民对国家安全



  

机关的一贯要求，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

要总结经验，从严管理，努力打造一支坚定纯洁、让党放心、

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干部队伍。 

二、党史回眸 

 1941 年 5 月 19 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

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

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7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

强党性的决定》。8 月 1 日，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 月 10

日至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

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 月 26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

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

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

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 

 2000 年 5 月 19 日 经过友好磋商，中国与欧盟在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 

 2006 年 5 月 19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下发《关于深入学习实

践社会主义荣辱观 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 



  

三、历史瞬间 

 
1950年 5月 19日，人民解放军庆祝舟山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