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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一个政党、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最好的学习是向自己的经历和历
史学习，向世界的优秀文化和有益经验学习，是
跟着实践和时代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苦难辉
煌就是一部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一、学习百年党史，加深了对我们党百年大
党、百年辉煌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沧桑、百年鲜活生动的
党史故事，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党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走过的苦难辉煌。在党成立之初，中国政
党林立，有二三百之多，百年大浪淘沙，坚守如
初的政党寥寥无几，唯有中国共产党披荊斩棘、
力挽狂澜走向辉煌；在党发展之时，世界共产主
义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有二三百之多，一场东
欧剧变，保持本色的共产党就下降到130多个，
唯有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坚如磐石、发展壮大
走向辉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党。放眼
世界，百年政党有之，而经历百年不衰，始终站
在时代前列的少有。中国共产党处大国之势，行
强国之道，无疑是个中翘楚、时代先锋。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就从哪里开始。
我们自豪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中国
革命一路走来，新中国一路走来，改革开放一路
走来，新时代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故
事中最具感染力的故事，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最
大的百年政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之所以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共产党
的能来支撑和验证的。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恢
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以中国革命的实际为需求，将零珠碎玉般散
布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经
过集约和提纯，铸就成人民军队的信仰，中国共
产党的信仰，并升华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二、学习百年党史，加深了我们对党的统一
战线历史功绩的认识

党的百年历史证明，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凝聚
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
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习仲勋
同志当年曾深有体会地说，“没有统一战线，就
没有党的历史”。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
生命线，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
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到
爱国统一战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始终支撑着党
的建设发展，伴随着党的发展壮大，是党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一生是践行统一战线的光辉典范。
“西安事变”前后，毛泽东为争取社会高层对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从1935年底 （瓦窑堡会议） 到1937年 5月
（国共达成二次合作） 期间，毛泽东亲笔给国民党将领、各民主党派领
袖、社会贤达、各大学校长和知名教授……写信不下千封，争取社会各界
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最大认可，堪称近现代“亲书政治”的成功范
例，其数量达到毛泽东一生的最高峰。对蒋政策作了从“反蒋抗日”—“逼蒋
抗日”—“联蒋抗日”—“拥蒋抗日”的4次调整。1945年8至10月在
重庆谈判的45天里，毛泽东提出“什么人都见”的“拜客”政策，礼贤
下士，登门拜访广交朋友，积极宣传我党的政策主张。连陈立夫都说，

“毛泽东把统战工作都做到我家里来了”。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统战工
作做得好，我们的事业就顺利，什么时候忽视统战工作，我们的事业就容
易出现波折。

今天，在完成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要防止“拿
着法宝不会用，抱着金刚钻不会使”。更需要继承和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光荣
传统，对内，团结、协商、沟通、聚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全国各族人民
同心同德、凝聚共识、群策群力，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对外，团结、沟
通、交流、互信，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壮大我们的阵
营，发展我们的朋友，建立更为广泛的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统一战线，共同
创造伟大的辉煌。

三、学习百年党史，坚定了我们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赖
进一步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辉煌，是由于以

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在
伟大斗争、伟大创造、伟大奋斗、伟大工程、伟大团结、伟大梦想的实践
中聚力奋斗而取得的。

中国共产党百年创业、百年奋斗、百年辉煌、百年筑梦的历史，用铁
的事实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现有的政体非常成功，中国道路、中国制
度的蓬勃生机及其影响力吸引力竞争力，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强劲。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可以说，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标志着人类就有1/5的
人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庞大的充满自信和希望的数字。正如基辛
格所预言“中国已成为全球力量平衡的最大赢家”，“中国模式可能会影响
发达国家迄今的主流思想”。中国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中国没有辜负社
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中国保持不变，而且要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为人民谋幸
福的历史，我们党打江山、守江山，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守的是人民的
心。我们只有始终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同甘共苦、超越时空，才能守护
好真正的“江山”，走向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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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由于武昌城高墙深，直到10月10

日，北伐军攻城激战40天后终于登上
武昌城头，基本消灭吴佩孚主力，取得
北伐以来最大一次胜利。武昌战役后，
武昌城墙被拆除，唯一的印记是现在位
于武昌首义路上的一座城门，民国以前
称之“中和门”，因辛亥革命首义之功
而改名“起义门”，后原址复建成今天
的武昌起义门城楼及国家 4A旅游景
区。城楼静默，历史的风云犹在眼前。

“历史又在这座城市出现巧合。武
昌战役胜利的那一天恰好是辛亥武昌首
义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卢纲说。

与卢纲委员继续向北伐战争纪念碑
深处走去，第四军独立团营长共产党员
曹渊烈士纪念碑雕像巍然挺立，他身后
是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

“先烈之血！主义之花！”为了中华民族
的独立解放，国共两党革命先烈的鲜血
流在一起，洒在武昌城下。

武昌战役胜利后，出于革命中心向
北发展的需要，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

汉口中山大道708号，是爱国华侨
简式兄弟投资兴建的一座富有欧式风貌
的大楼，1927年1月1日至当年9月20
日，这里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办公大
楼。中共中央机关及各部门则集中于距
此不远的胜利街181号（原汉口俄租界
四民街61号），历史进入国共合作的武
汉“蜜月期”。

“这期间，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
共产国际在武汉召开太平洋国际劳动大
会。中共工人运动的领袖们也集中到了
武汉，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仅武汉就

有工会 200多家，20多万工会会员。
毛泽东倡议创办并主持了武昌中央农民
运动讲习所，仅在武汉就培养了800多
名学员，加之在广州前6期培养的800
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的
骨干。武汉黄埔军校也成为中共军事干
部的培养中心，共产党人恽代英任黄埔
军校政治总教官。工农兵运动以武汉为
中心得到蓬勃发展。”

卢纲认为，在北伐大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政治引领，无论是黄
埔军校的筹建，还是召唤广大人民群众
的革命觉醒，出色的组织工作和宣传运
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位于汉口鄱阳街135-139号的八七
会议纪念馆，几经修缮，仍在迎接着络
绎不绝的学习参观队伍。1927年，蒋、
汪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分共”、“清
党”，屠杀大批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
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
在此地举行紧急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
革命路线。

历史风云不断变幻。西安事变、七七
事变之后，民族存亡之际，唯有抛开恩
怨，枪口一致对外，团结合作御敌。国共
两党捐弃前嫌，再度在武汉携手合作，共
赴国难。中国全民抗战的热血在武汉这
座英雄之城再次抒写了可歌可泣浓墨重
彩的历史。

1937 年 12 月 13 日至 1938 年 10 月
25日，几近一年，武汉成为中国抗战战
时首都和全国抗战指挥中心。中国军队
同日本侵略者展开的武汉会战，成为抗
日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
的一次战役。

卢纲提到这次会战时说：“毛泽东
《论持久战》刚刚发表，周恩来即把其中
的基本精神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
训部长的白崇禧进行介绍，为国民政府最
高当局接受，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
间换时间’的口号，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
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武汉会战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军事
上正是采取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历时四
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
万人的代价，毙、伤日军 25.7 万余人，
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在战略上争
取了中国经济的大内迁，成为中国抗战的
转折点。

在汉口长春街57号（原汉口日租界
中街9号） 的一幢四层楼房外，悬挂着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牌
子。1937年 9月，董必武受中共中央委
派，到武汉筹建八路军办事处。这里就是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公开办
事机构。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
长江局，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并
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合署办公。八路军武
汉办事处成为中共在南方团结发动民众、

开展救亡运动的大本营。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治部“第三

厅”就在今昙华林街武汉市第十四中学
内。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1912年
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培养出多名中国工
程院院士。董必武、陈潭秋、李四光曾就
读该校。校园中建筑设计、布局陈设、文
化展示，处处体现着学校对革命历史教育
的珍视。

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原校长平先柏边带
领我们参观边介绍：“当时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国共合作的政治部，周
恩来担任副主任，郭沫若担任政治部第三
厅厅长。第三厅汇聚了大批致力于抗日民
主运动的来自全国的著名文化工作者，周
恩来、郭沫若、叶剑英以此为基地，在武
汉进行抗战演讲、歌咏大会、火炬游行
……势大面广、如火如荼！八路军办事
处、汤池训练班、新四军军部纷纷建立。
这些无不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
方针的巨大威力和在中国抗战期间发挥的
中流砥柱的历史作用。”

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空
前的政治总动员和全民大团结，掀起了全
民救亡的新高潮，被喻为第二次国共合作
的黄金期。

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这里见证了两
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篇章，见证了中国共
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成就，也用铁
的事实诉说着一个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是统一战线坚持正确的方向和不断
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继承先烈不朽精
神，吸取历史宝贵经验，武汉必将在实现
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伟业中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英 雄 之 城

（上接1版） 委员们认为，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通过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充分认识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性，充
分认识到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的指导意义。作为党外委员，
要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要牢牢把
握新时代新使命，在学习和实践中
不断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
当、增强团结意识，坚持在建言资
政、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在提质
增效和思想引领上下功夫，为多党
合作事业贡献力量。

辜胜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为
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通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当前开展的
党史学习教育，我们要深刻铭记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
福而奋斗的百年艰辛历程，坚定走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做

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工
作，不断在增进更广泛的团结上下
功夫，将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
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杨传堂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新年茶话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今年在全党开展的党史
学习教育，要自觉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各
项工作的总纲，深刻领会加强党对
人民政协工作领导的重要性，准确
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充分发
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上下功夫，准确把握凝聚共识的内
涵，着重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
泛凝聚共识上持续发力，广泛凝聚
团结奋斗的正能量，重点促进政党
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
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不断
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谋求最大
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共襄实
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以优异成绩
迎接建党100周年。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分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陈雷、梁晔出席会议。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7.8%，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5.4%，货物进
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8.2%……

16日出炉的经济“账单”表明，
历经疫情冲击，快速复苏反弹的中国经
济继续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从全年
看，受全球经济形势和疫情影响，国民
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仍需巩固，但有望稳
定在合理区间。

■经济形势如何？

国家统计局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5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韧劲
持续显现。

生产端稳中加固趋势继续保持。前
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7.8%，两年平均增长7.0%，其
中5月份环比增长0.52%；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5.4%，
两年平均增长4.2%，其中5月份环比
增长0.17%。

值得注意的是，前5个月，制造业
投资同比增长20.4%，两年平均增速由
1至4月份的下降转为增长0.6%，表明
市场主体投资信心增强。

消费保持较好恢复态势。5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945亿元，同比
增长12.4%，两年平均增长4.5%；环
比增长0.8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第二研
究室副主任李承健分析说，今年以来，
随着经济持续恢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从去年的负拉动转变为正拉动。

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前5个月，
货物进出口总额147595亿元，同比增

长28.2%，其中5月份同比增长26.9%。
“总的来看，5月份我国经济运行

保持稳定恢复。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全
球经济复苏和疫情防控仍存在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仍需
巩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
说。

■“账单”中有哪些亮点？

透视这份“账单”，经济发展亮点
显现：

——新兴动能持续壮大。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实施成效继续显现，高技术产
业发展向好。

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两年平均增长13.1%，明显快于全
部工业增速。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投
资两年平均增长13.2%，快于全部投资
增长。

——新业态发展迅猛。平台经济、
网上零售、在线教育持续活跃。

前5个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两
年平均增长15.6%，明显快于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其中，升级类商品销
售增速加快。5月份，文化办公用品
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两年平
均分别增长7.4%、19.6%，比4月份两
年平均增速分别加快 0.8、2.2 个百分
点。

——市场活力稳步提升。随着营商
环境改善，减税降费显效，企业盈利和
预期持续向好。

统计数据显示，前4个月，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06倍，两
年平均增长22.3%；规模以上服务业利
润同比增长 3.3 倍。5 月份，制造业

PMI达到51%，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55.2%，持续稳定在临界点以上，企业
预期较好。

付凌晖认为，我国产业基础较好，产
业体系完整，人口数量红利在向智力资本
红利提升，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变。未来，随着继续推进国内国际双循
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仍然会保
持一个较好的发展态势。

■物价怎么走？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恢复，居民消费
价格涨幅有所扩大。5月份，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3%，扣除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物价还处于温和上涨状
态。”付凌晖说，前5个月，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 0.4%，其中核心 CPI 上涨
0.3%。其中，食品价格环比连续3个月下
降，同比涨幅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然而，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9.0%，再创新
高。这是否会传导到物价，引发CPI持续
上涨？

对此，付凌晖分析认为，我国价格保
持稳定有较好条件，主要表现在：我国经
济整体上还处于恢复中，生产供给保持较
快增长，供求基本面不支持价格大幅上
涨；主要农产品供应比较充足，食品价格
保持稳定有较好条件；没有使用“大水漫
灌”强刺激政策，这些都有利于价格稳
定。

此外，相关部门正加大保供稳价力
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召开全国视
频会议部署落实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

控机制，防止价格大起大落影响基本民
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研究
员郭丽岩分析，展望今年后期，居民消费
领域商品和服务生产供应充裕，CPI保持
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预计将在合理区
间温和波动运行。

■就业形势如何？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财富创造的
来源和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支撑。前5个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74万人，完成全
年目标的52.2%。

从主要数据来看，总体就业形势在改
善：5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0%，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25岁至
59 岁就业主体人群的调查失业率为
4.4%，比上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

付凌晖表示，虽然总体就业形势在改
善，但就业仍然存在总量和结构性压力。
下一阶段，要保持对经济恢复必要的支
持，促进就业岗位增加。同时，要落实好
就业优先政策，支持重点群体就业扩大，
推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记者了解到，宏观层面，就业优先政
策正在继续强化。5月12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决定将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
政策期限延长到今年底，确定进一步支持
灵活就业的措施。

“接下来，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
向，支持市场主体稳定发展、稳住岗位，
积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大力支持创业创
新，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同时，要扎实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多渠道增加毕
业生就业岗位，千方百计，稳住就业基本
盘。”李承健说。

复苏稳中向好 韧劲持续显现
——从前5月“账单”看全年中国经济走势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魏玉坤 邹多为

6 月的青藏高原，强烈的紫外线让人睁不开
眼。两名“95”后女孩李纳和高秋燕再次检查工装和
随身工具，接到停电作业命令后，立即投入工作。

李纳和高秋燕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
宁供电段格尔木大修网工区的接触网工。2020年，这
两个20出头的女孩来到这里，跟着师傅们很快学会了
验电、挂接地线、爬接触网各个作业环节。她们也被称
为青藏铁路上的 “三高女团”（高空、高危、高海拔）。

青藏铁路从被誉为“万丈盐桥”的青海察尔
汗盐湖坚硬的盐盖上穿行而过。遇到雨雪天气，
牵引供电接触网绝缘设备上就会形成盐污，容易
引起绝缘设备导电，造成线路跳闸，影响行车安
全。为此，格尔木大修网工区每天会派出清洗车
和作业人员对设备进行清洗，确保供电安全。

不服输，肯钻研，能吃苦。两名“95”后的
身影成为千里铁道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前往接触网检修点的途中小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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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李纳和高秋燕在进行接触网检修作业李纳和高秋燕在进行接触网检修作业

检修作业开始前高秋燕（左）和李纳互相检查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