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论述 

 1945 年 6 月 19 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

他在会上指出：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

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

使中间派有文章做。这次国民大会开不开得成，蒋介石下决心

的时候是在十一月。不开的好处是大家不合法；开的好处是蒋

介石骑虎难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则

是稳当的、有利无弊的。它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联

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

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

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 

 1946 年 6 月 19 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解放区负责人

电。电报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

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

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

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并强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

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1952 年 6 月 19 日 周恩来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作关于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

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一方面，损人利己、唯

利是图、投机取巧，是资产阶级的本质，他们是要按照这个方



  

向发展的，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斗争就是改造。所谓改

造，在经济上，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

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的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

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

还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

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所

以我们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仅政治上有可能，经济上也有需

要。我们一定要非常坚决又非常稳当地掌握方针政策，既要注

意防止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超越现阶段的政

策的“左”倾冒险情绪；又要注意防止忘掉前途，忘掉坚定的

方针，盲目地只顾眼前的利益，同化于人家，在资产阶级糖衣

炮弹的进攻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篇报告节编收入《周

恩来选集》下卷。 

 1990 年 6 月 19 日 江泽民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

农村工作和农业问题的重要性问题指出：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

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我们需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从眼前

和长远，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从农村工作和农业在

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从把农业搞上去这个任务的极端艰

巨性、复杂性等方面，来加深认识农村工作和农业的重要性，

继续努力打开农村工作和农业的新局面。要稳定和完善以家庭

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谓完善，核心是从当地实际情

况出发，逐步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经济的优



  

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这篇讲话收入《十

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二、党史回眸 

 1925 年 6 月 19 日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

开指挥下，香港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

工会随即响应，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罢工的指

挥机构。此前的 6 月 2 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

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

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在广州举行罢工工人代表

大会，并选举苏兆征、李森等 13人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1926

年 10 月，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

关于尽快结束罢工的建议，宣布结束罢工，并取消对香港的封

锁。省港大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治大罢工。

罢工坚持 16 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

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1945 年 6 月 19 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

会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陈云等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

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产生了一个以毛泽

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成为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

坚强的领导集体。 



  

 1997 年 6 月 19 日 由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研制的“银河

—3”百亿次巨型计算机系统，通过国家技术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