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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不仅是
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充满民
族大义、饱含革命激情的伟大诗人。

纵览毛泽东的诗词，上承古典诗词家国情怀、
恢弘气质，下启现代文学现实关怀、百姓视角，意境
极其高远，内涵极为丰富。其诗词因为“有我”，显得
自然真切；因为“无我”，彰显伟岸崇高。毛泽东诗词
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浪漫的理想主义精神、不懈
的艰苦奋斗精神和无我的人民至上精神。

浪漫的理想主义精神。“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不到长城非好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反映了毛泽东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境界。早在1925年秋，32
岁的毛润之就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惊
世之问。“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踏遍青山人未
老，风景这边独好”，无论环境多么艰险复杂，他对
中国未来都始终充满憧憬、充满信心。

不懈的艰苦奋斗精神。“乱云飞渡仍从容”“人
间正道是沧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无论是红军长征途中，还是抗日战争时
期，毛泽东在艰难岁月中总是勇往无前、迎难而
上。早在长沙求学时，他就写下了《四言诗·奋斗》，
面对各种艰难困苦，他斗志昂扬、决不退缩。“敌军
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即使万里长征“五岭
逶迤、乌蒙磅礴、金沙水拍、大渡桥横”，在他的诗
词中也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和“更喜
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辽阔场景。

无我的人民至上精神。“中华儿女多奇志”“六亿
神州尽舜尧”“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军民
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以天下为己任的
毛泽东，在其诗词中写出了众多气壮山河的诗句，体现
了“小我”与“大我”合一的全新境界。“遍地哀鸿满城
血，无非一念救苍生。”在漫长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不断
磨砺小我，融入大我，达到了无私无我的精神境界，这
也是其诗词感人肺腑、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

在百年华诞的重要历史时刻，作为一名政协委
员，我们从毛泽东诗词中感受到了极其强大的精神
力量，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昂扬的革命激情、
不懈的奋斗姿态和一贯的亲民思想。政协是中国之
治重要制度设计和独特治理平台。我们要利用好这
个平台，向毛泽东学习，以无私无我的精神境界，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把党政关切和民生诉
求统一起来，为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多建有
用之言、多献务实之策。

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秉承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境
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履职工作
中，牢记“国之大者”，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理论，通过丰富多彩
的履职活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新型政党制度实
践中的独特作用。

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弘扬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
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聚焦党政关切，履
好职、尽好责，参好政、建好言。立足新发展阶段，政
协委员要深入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提出更多更好的政协提案，为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民本思想和人民至上
的发展理念，更加关注民生议题，着力解决民生短
板。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务必要常怀“愧民
之心”，涵养为民情怀，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关心百
姓冷暖，践行初心使命。今后一个时期，顺应人民对
高品质生活的期待，我们更要瞄准就业、教育、卫生、
医疗等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推动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取得新进展，促进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枝叶总关情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诗人、哲学
家。对我而言，毛泽东的诗词作品就像阿里巴巴发
现的宝藏山洞，品类丰富，精美绝伦，富含哲理，令人
震撼。每每徜徉其间，如身入宝山，总能获得新的感
悟和巨大的精神享受。我个人体会，学习毛泽东诗
词，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赏读和感悟。一是文字和
意境之美，一是哲学智慧和思考，一是共产党人心怀
天下的博大胸襟。

《念奴娇·昆仑》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首作品。有
评论说，“在毛泽东诸多的诗词杰作中，《昆仑》词以
厚重的历史感和思想视野的开放性以及想象的新颖
雄奇性，占有着独特的艺术地位。”

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这篇作品，写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完了
长征最后一段行程，即将到达陕北，革命形势依然严
峻。毛泽东登上岷山峰顶，远望青海一带苍茫的昆
仑山脉，有感而作。

词的上阕写昆仑山的雄奇壮美，亦真亦幻。昆
仑山顶天立地，白雪皑皑，如同无数玉龙飞舞，通过

昆仑山的“阅尽人间春色”给人以历史纵深感和无垠视
野。昆仑山本来是古代传说中圣人仙人聚居的地方，
但作者发现，它冬季搅得周天寒彻，夏季造成河水泛滥，
因此要评说它的千秋功罪。阅读这些内容，我们不仅可
以感受作者的辩证分析和思考，也可以感受大无畏的革
命精神以及革命的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词的下阕，作者以拟人手法和昆仑山进行对话，不
要这高，不要这多雪，要把昆仑山裁为三截，直至实现
太平世界，体现了作者心怀天下，救民于水火的崇高革
命理想。作者自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
不是别的……”。由此可以看出，这篇作品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以及改造世界、
造福人类的远大理想。

此篇作品读来朗朗上口，用轻松诙谐笔调描写残
酷的对敌斗争，时间空间纵深开阔，真实与想象结合，
使人深受感染，获益良多，不仅可以获得艺术享受，而
且可以鼓舞提升革命斗志。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披荆斩棘，昂首
阔步走过了百年光辉历程，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伟大成就，今天中
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
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
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
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当代中国
共产党人顺应历史大势和责任担当，同毛泽东所写的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异曲同工，一脉相承。
学习毛泽东诗词，也是另一种学习中共党史的方

式。从中，我们感悟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深刻了
解到我们伟大的党所进行的艰辛探索、付出的巨大牺
牲；深刻认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来之不易；深刻感受
使命在肩、任重道远。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
共产党周围，沉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准
备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梦想不懈努力。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毛泽东及其诗词对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毫无
疑问有着非常深刻、广泛的影响，甚至是无时无刻
的，是中国几代人深层次的集体记忆，潜移默化着
我们的社会、塑造着我们的人生。在我们这代人的
生命里，毛泽东是我们无比景仰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诗词是我们生命的文化底色一部分。

我对毛泽东下面两首诗词的印象最深刻：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七律·长征》（1935年10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
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
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
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
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
看今朝。

——《沁园春·雪》（1936年2月）

前一首七律以激越、豪迈为基调，描绘出二万
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卓绝、举世无双；后一首则在壮
美雄浑、大气磅礴意境中，既描写出北国风光“千
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雄伟壮阔、妖娆美好，也以感
情奔放和豪迈胸襟的抒怀，充分展现出作者坚定
的自信和伟大的抱负。

《沁园春·雪》是一首特别能体现毛泽东领袖气
魄、伟人气概的代表作。有史料揭示过，1945 年
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在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43
天中，曾将此诗题赠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结识的老朋
友柳亚子。此诗经柳亚子先生之手在重庆发表后，其
气魄之宏大，柳亚子甚至将它称为“千古绝唱”，引发
社会轰动。当时人们争相传诵、好评如潮。就连常给
蒋介石准备发言稿的文胆陈布雷也不得不说此诗

“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这对国民
党污蔑共产党是“一群土匪，没有任何文化”的宣传，
形成了很大冲击。坐立不安的国民党当局为消除
毛泽东及此诗的影响，曾召开紧急会议应对。但不管
是纠集一群文人仿照《沁园春·雪》来创作，还是组织
抨击文章，都无法消除毛泽东诗词显示的博大胸襟
和盖世才华的深入人心。《沁园春·雪》是诗词，但底
里却是伟人的本色、领袖的气势！

我们大多是从小就与毛泽东诗词有了接触。开
始学习时还不懂毛泽东及其诗词之伟大，但随着成
长、阅历增加，从书本，到社会环境，再到社会活动的
任务、要求等，我们通过不断阅读、背诵，通过感受、
学习，毛泽东的诗词，早已是融入我们每个人生命中
的文化元素、背景。让我们的文化人格养成从基础、
起步处，就有了规避渺小、狭隘、功利的可能。

在本职工作中，作为科学工作者，在带领团队进
行科学实验集体攻关时，我从对毛泽东诗词宏大视
野、胸襟的耳濡目染中，学到以全局观、大局观，更注
重项目推进的体系设计，团队运作的系统管理；学到
以乐观主义精神，面对科学难关时“咬定青山不放
松”，一个一个困难去解决；学到敢于斗争、放眼未
来，在实际工作遇到问题的时候，在不断设定新的奋
斗目标的时候，再去读一下毛泽东诗词，再去感受其
中的志气、情怀和气概，在开阔和长远中，便获得持
续的精神滋养和战略智慧的支持。

对政协委员履职尽责来说，我想，学习毛泽东诗
词，是我们脱出为私利、为个人的低级趣味，追求精
神品德高尚的有效途径。领略毛泽东诗词中的人民
情怀，让我们始终站稳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感悟
毛泽东诗词中昂扬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强国路上，无所畏惧地担负、作为；体会
毛泽东诗词中的“大我”形象，让我们不断提升自己，
以精神的不断超越，积极、主动地履职、作为。

人生深层次的文化底色

1949年 4月 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闻听这个消息后，毛泽东心潮澎湃，挥毫写下
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48年秋到1949年春，国民党统治集团在
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中接连失败，退缩到长
江以南，长江以北的国土得以解放。蒋介石一方面
准备划江而治，将中国分成南北两方；一方面派代
表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以获得喘
息时间，伺机卷土重来。1949年4月1日，国共双
方在北平开始谈判。历经半个月的商讨，15日，中
共代表团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20日，国民党
统治集团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看到蒋介石
顽固不化，置中国的前途命运于不顾，毛泽东在
20日当天挥就而成《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毛泽东
与朱德共同签署了这个命令。21日上午，在西起
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人民解放
军百万雄师打响了渡江战役，很快就冲破了长江

天险。23日晚，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中国社会在
巨大的变革中前进，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就是这首鸿篇巨制的创作背景。我非常喜欢
诗中的这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国共双方开始谈判的前后，国际上和国内某些人
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有
些人甚至说，若不如此做，中国共产党就不够伟大。
毛泽东不当楚霸王；在事关国家命运，百姓福祉的原
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步也不退让。中国人民解放
军仅用了5个月就解放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国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就好像70年前，中国共产党解放了长江以北的
国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错综复杂的
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面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
新特征新要求，我们面对的这些风险挑战就像是当
年的长江——国际上，美国把中国树立为“假想敌”，
妖魔化中国，全政府全社会齐动员，全方位遏制中
国。美国的国务卿总想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会
谈；总想在人权、民主和政治制度方面对中国“教师
爷”般颐指气使地说教。追随美国打压中国的那些

“盟友”，身为发达大国，活得还不如一些发展中的小
国那么独立、那么自主，十分可悲。打压、限制中国发
展的国家就像是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实现第二
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当年中国人民解
放军势如破竹解放全中国的气概顽强拼搏、不懈奋
斗，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一鼓
作气，实现中国梦!

一鼓作气实现中国梦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
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
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是1957年 5月11日，毛泽东应答李淑一纪
念柳直荀烈士所写《菩萨蛮》的一首词。其中，
毛泽东抒发了对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亲密战友柳直荀
烈士深切的悼念、缅怀之情，深情表达了对革命先烈
的崇高敬意，也赞颂了先烈生死不渝的革命情怀。

诗词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创作方法，融汇有奇特而瑰丽的艺术想象。诗词
的主要内容从两位烈士的姓氏，联想到杨花柳絮，进
而想象作为烈士英魂，飘然而至仙境，吴刚献酒、嫦
娥献舞，以表达对烈士的无限崇敬。此时，凡间传来
革命胜利的捷报，烈士的忠魂刹那间激动到泪流，也
引得天地间大雨倾盆。

在毛泽东那么多的诗词中，我能够深刻记住这
首词，一是因为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学习过。当年，老
师的讲解有声有色，我们这些懵懂孩童被倾盆大雨
那有“声”、有“像”的“场景”所震撼。老师讲，当降龙
伏虎的革命胜利消息传来时，已化作英魂的革命烈
士们幸福落泪，化成了天地间的倾盆大雨……老师
的讲解，让这首词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二是因为我的人生与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
的有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作为新
的文化、艺术创作的素材来源，从中衍生、改编的画
作、剧作、歌曲、音乐等艺术作品，不计其数。改编为
地方戏曲的，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算是其中之一。

我的祖籍是苏州。在家里，小时候常听祖母说的
一口吴侬软语，姑妈和伯伯们也经常讲苏州话。但对
从小在上海长大的我来说，却只能听懂其中的很少几
句。不懂说苏州方言的评弹，但在上小学的时候，我还
是被父亲经常带去美琪大戏院（当时叫北京电影院）听
评弹。

因为听不懂，当年在剧院中我如坐针毡。我以为
自己对评弹就这样懂之甚少、毫无兴趣了。但没想到
的是，长大后、成熟了，又到了一定的年龄后，《蝶恋
花·答李淑一》和评弹一起，竟然又进入了我的生活。
到了怀旧的年龄后，我买回了曾经视为天书的评弹。
我经常一遍一遍反复听的，就是不同版本的评弹《蝶恋
花·答李淑一》。虽然，我依然不能完全听懂、听清评弹
中的苏州方言发音，可我还是沉迷于其间。想来，一方
面，毛泽东的这首诗词内容隽永，值得反复回味、吟唱；
一方面，不知不觉中，她早已融入我的人生，是不可剥
离的经历，是植根在精神深处的食粮，也是潜移默化的
文化、艺术品位、格调的培育、影响。

因为年龄的关系，当年对毛泽东这首诗词的理解
并不深刻。随着人生阅历的逐步增加，理解能力的不
断增强，现在的我会想，这首词何尝不是伟大领袖
毛泽东深切怀念爱妻杨开慧有克制的一种表达？！一
生为国为民不惧牺牲、忘我奋斗，却在革命胜利后的某
一时刻，因这个名字，长期隐忍的失亲之痛，忽然间释
放、破防：革命胜利了，对爱妻想念不已却已阴阳两隔，
伟人怎能不泪崩！

2021 年 7 月 1 日，我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聆听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想一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回望无数革命
的仁人志士为党、为国、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画
面，回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艰苦探索、奋斗的过
去——“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我的脑
海中，忽然再次想起了这两句诗，并闪现出革命烈士为
革命胜利、民族强大流出幸福泪水，并化为倾盆大雨的
场景！在朝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行的时
候，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自己，一要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忘为人民幸福、为民族
复兴而奋斗的初心；二要担当使命，在革命先烈用鲜
血、生命换来新中国富强的延长线上，继续推进强国大
业；三要履职尽责，不断提升素质能力，当好历史大变
局时代能更好凝聚共识、建言资政的合格委员。

为国已报曾伏虎，再洒泪雨慰忠魂

毛泽东诗词之所以具有真理性，可以从毛泽东
特别注重研究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加深理解。我曾
经去过中南海，也去过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很多地
方，我看到学习历史与他的生活、工作须臾不离。
在他住处的书架上，总能看到《三国志》等在内的
历史类书籍。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历史，本身就
是人类发展史的代表。研究历代历朝的历史，对
毛泽东的影响当然非常大。其诗词、文章，由此不
仅涉及眼前社会现实，还融汇有丰富的历史经验与
深厚的哲学思考。这是毛泽东诗词具有真理特质的
原因。

作为伟人高度集约和升华的精神、智慧之文化
表达，毛泽东诗词用诗人的文笔，按照中国传统格
律、押韵的方式，以最精炼、简洁的语言，展现了他深
邃而宏大的思想、情怀、精神境界。作为涵咏丰富、深
厚的国学组成，其间凝聚、集合着中国5000年历史
文化的精华、大成，体现出优秀传统文化反思、继承、
创新的力量，毛泽东诗词由此具有指导社会实践的
应用力量。

在激励每个人勇敢、豪迈面对、应对各种困难、
艰险以外，毛泽东诗词始终贯彻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情感，更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影响，也给作为政协委员

的我如何更好履职，给与了启示、提出了要求。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的思想和

精神，也应该贯彻在我们履职尽责的工作实践中。作为
全国政协委员，既代表一方人利益，应为界别群众代言
的同时，也要站在国家发展立场上建言资政。其中，最
核心、最根本的站位，还是要为人民服务。

在保持履职热情以外，我们要坚定为人民服务的
理想。1945年，为了人民的利益，毛泽东以著名诗人柳
亚子赞为“弥天大勇”的果敢，曾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
判，根本原因是在《七律·忆重庆谈判》中写到的，“遍地
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一切为了人民，是
毛泽东及其带领的中国共产党人建党初期就秉持的初
心、宗旨，也是我们政协委员应该坚守的理想。

在建言献策时，要站在百姓所急、所需立场。群众
所面对的困难，所盼望解决的问题，所需要实现的幸福
目标，就是政协委员应贴近关注，要在社情民意、建言
资政中重点表达、建议的内容。

要做好理顺民情、化解矛盾、传达政策工作。遵循
汪洋主席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政协委员的使命、职责
中，发挥凝聚共识的作用更加重要。朝向现代化强国奔
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进程，必然面对新
的挑战。为此，需要我们充当好中国社会上情下达、下
情上达的“中介”角色，担起和谐社会主动、积极责任。

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重视从接触、联系的
周边群众那里，汲取大智慧。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可
以从同事、界别委员、专业科技工作者、行业从业人员，
甚至如北京胡同里老太太那样的普通群众那里，获得
启示、帮助。群众有大智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政协委员不能离开人民群众这一坚实的土壤。

学习毛泽东诗词，让我们有了写在血脉里的自信、
坚定与豪迈。如今，在历史大变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正
带领我们开展新的伟大斗争，将会把业已潜隐在我们
血脉中的自信、坚定与豪迈，强大、坚实的显现、表达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一页上！

写在血脉中的自信、坚定与豪迈

主持人：郭媛媛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
长、“国学”读书群群主

大家好，我是全国政协委
员、网上全国政协书院“国学”
读书群群主郭媛媛。

在第六期“国学”群的读书
学习中，我们独辟蹊径，充分发
挥读书群特色，从7月 9日开
始设立“讲读”栏目，将毛泽东
诗词与中共党史相结合，融会
贯通，共同学习，激励委员们进
一步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增强
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

毛泽东诗词容涵深厚、影
响深远，是“诗史合一、诗哲合
一”的革命文学形态，是历久弥
新、宏大高远的精神食粮，是任
何时候品读都能有所获、有所
得的文化精品，也是影响、决定
数代中国人精神面貌、品质的
文化基因。

下面有请委员们分享品读
毛泽东诗词和学习中共党史的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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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 全国政协委员，民
进上海市委会专职副主委、上
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中国民
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

王艳霞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副部长

祝连庆 全国政协委员，
光电测试技术及仪器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主任

顾犇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
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外文采
编部主任

许进 全国政协委员，九
三学社中央委员、清大筑境规
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唐俊杰 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首农食品集团知联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