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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想起了当年毛泽东
给习仲勋题词的故事。那是70多年前，我
们党在延安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
干部会议。在会议休会期间，毛泽东在窑
洞里，向这次会议受表彰的几位优秀干
部题词。他首先挥笔为当时八路军一二
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写下了

“有创造精神”五个大字。接着又挥笔，为
当时的华池县县长李培福写了“面向群
众”四个大字。然后主席放下笔，自言自
语地说，给习仲勋题个什么好呢？沉思了
片刻，毛泽东挥笔写了八个字：“党的利
益在第一位”。短短八个字，诠释了党员
对党忠诚的最高境界，也为我们党员干
部做好党的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后来习仲勋同志多次讲道，我一直
把毛泽东同志这个题词带在身边，作为
激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讲到这里，我还想给大家强调一点，
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的，我们
讲的对党忠诚，绝不是封建社会那种人
身依附关系。他说，为党尽忠绝不是为领
导干部个人尽忠。我们在讲对党忠诚的
时候也不要忘掉这一点。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
讲忠诚？接下来我们共同看一段短片。

◆第二部分：为什么要讲忠诚

总书记原音短片二：
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

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
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
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

“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
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正所
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
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经典释义人康震：
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一段原音短片是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在这段
讲话当中，总书记引用了屈原《九歌·国
殇》当中的几句诗：“诚既勇兮又以武，终
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
兮为鬼雄。”

这几句诗描画的是悲壮的楚国的将
士。头两句是说他们在生前为国奋战赴
死，后两句是说他们战死之后，依然是国
家的英雄，是神灵中的英雄。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曾多次提到屈
原，屈原是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一
个非常鲜明的标识。

屈原投江后的1500多年，又出现了
一位民族英雄，这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
悉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这两句诗可以说深刻地诠释
了文天祥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内心的爱国
主义情怀。当时，他被元军俘虏之后，真
可以说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文天祥在《正气歌》前面的小序当
中，曾经记述了他被关押的情况。他被关
押在一个小土屋里边，前后长短不过八
尺，一旦下起雨来，雨水倒灌，整个房子
里，全是恶臭的污水。那么这样的环境，
让文天祥屈服了吗？没有！文天祥不仅没
有屈服，还以他的一首《正气歌》回应了
元军。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忠心可鉴，所以
文天祥的英名，才可以永垂丹青。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用这些典故、用
这些诗句来勉励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把
一片忠诚化作前进的动力，贡献于我们
的家国，让我们走得又快又稳又好。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
首先感谢康震教授的精彩讲解。
下面我们谈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

讲忠诚？共产党员为什么必须对党忠诚？
第一，党员对党忠诚是由党的根本

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
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先锋队。既然是先锋队，那么作为先锋队
成员的我们每一个党员，必须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甚至自己的生命来诠释对党的
忠诚。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
中，曾经作过这样一段概括。他说，毛泽
东同志一家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徐海
东大将家族牺牲了70多人，贺龙元帅的
贺氏宗亲中，仅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
2050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28年期间，为中国革命牺牲的有名有
姓的烈士就有370多万人。这些革命先烈
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党、对祖国、对人
民的无限忠诚。

第二，党员对党忠诚，还是由党的理
想信念所决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中，就曾经讲过一个陈树湘“断
肠明志”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的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年
仅29岁的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
在湘江之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腹部中
弹，身负重伤。为了坚持战斗，他用皮带把
伤口扎住，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但是
终因寡不敌众，最终被俘。在被敌人押送
的路上，敌人对他百般利诱，但他丝毫不
为之所动。为了体现自己对党的无限忠
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陈树湘
用尽全身的力气，把自己的肠子拉出来绞
断，最后壮烈牺牲，实践了他一生要为共
产主义而战、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
滴血的豪迈誓言。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对
党、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对祖国和
人民无限忠诚的大无畏精神！

只有心里装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理想信念，才能自觉做到不图名、不图
利，默默无闻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党的
事业，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

这里我们介绍一位，被习近平总书记
亲手授予“共和国勋章”的老英雄张富清。

张富清老人已经90多岁了，在革命
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先后荣立过特等
功、一等功、二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

“人民功臣”等荣誉。但是，老人把这些奖
状、奖章和证书通通压到箱底，连自己的
儿女都不知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退役
转业，本来可以留到大城市，但是他坚决
要求到贫困地方去，一干就是几十年。他
身体有病，家里有困难，但他从来没有给
党和国家添过任何麻烦。

2018年，我们国家在对退役军人进
行信息采集的时候，才发现了张富清珍
藏在箱底的那些奖状、奖章和证书。我们
不禁要问：张富清老人为什么这么多年
深藏功名而不露呢？

张富清同期声：“我一想起和我并肩
作战的战士，还有几个？都不在了。我比
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这个立功
证件显摆自己。”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
张富清老人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

道：“心中有党，这是对一名共产党员最
起码的要求。”

在张富清的日记里，整本都记录着
他忠诚于党的赤子之心。在张富清心里，
人民幸福就是最大的功名。他用自己的
默默付出诠释了对党的忠诚。

从陈树湘和张富清两位英雄的先进
事迹，我们不禁想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那句话：“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
个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
族；一个不崇尚英雄的国家，是没有前途
的国家。

近年来，我们的各级各类学校，都把
学习英雄、弘扬英雄精神融入到思想政
治理论课当中，有些学校还推出了很多
好的做法。今天，我们现场也来了几位思
政课教师，请哪位说一下，你们学校在这
方面是怎么做的。

张会峰（北京大学副教授）：
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

来，在社会实践中讲好英烈故事。比如说，
2019年暑假，北京大学就推出了知行合
一的1学分的社会实践活动，来探寻英雄
故里，参观革命旧址，寻访退伍军人，让老
党员讲英烈故事，让我们这些教育者也重
新受到了教育。纪念馆、博物馆、田间地
头，都变成了生动的思政课堂。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烈故
事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英烈故事也是
很好的价值榜样。我们的思政课中讲英
烈故事，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进一步地来
忠于我们的祖国，忠于我们的人民。谢谢
大家！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
好，讲得很好。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

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
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三个问题：新时
代怎样做到对党忠诚？接下来我们共同
看一段短片。

◆第三部分：新时代怎样做
到对党忠诚

总书记原音短片三：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

而不可夺赤。”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
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
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
神前提。

经典释义人康震：
大家刚才看到的习总书记的原音短

片是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在这段讲话当中，总书记有一处用典，
他说：“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
而不可夺赤。”这段话出自《吕氏春秋·诚
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块石头，你把
它砸碎了，砸得粉碎，那也不能改变这个
石头坚硬的本质。丹砂，你就是把它磨成
粉，你也不能改变它的本色。在原文后边，
还有两句话，说：“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
漫以污也，亦犹此也。”什么意思呢？一个
真正的壮士，一个真正的英雄，就像石头
的本质是坚硬的、丹砂的本色是红色的一
样，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无论遭遇怎样
的不幸，他都不可改变他的本色。

总书记引用的这一段话，彰显了中
国古代士人重气节的传统。那么在这方
面，汉代的苏武牧羊的故事就是最好的
诠释。

在汉武帝的时候，苏武作为朝廷的
使节出使匈奴，不料，匈奴的上层发生了
动乱，苏武被匈奴的单于扣押了下来，不
许他还朝，就要求他投降，并且许给他高
官厚禄。然而苏武不为所动，严词拒绝。
单于一看苏武这么坚定，没办法，只好把
他流放到今贝加尔湖地区，让他去放羊。
可有一样，苏武临走的时候，单于召见他
对他说，你到北边去放羊吧，什么时候等
到公羊下了羊羔崽儿，我就让你回到你
的汉朝。这不明摆着不让他回去吗。苏武
每天带着这根旄节去放羊。他握着这根
旄节，就是握着对祖国的一份信念。

到了汉昭帝的时候，经过外交上的
反复斡旋，苏武终于回到了大汉的国土。
这已经距离他当初出使匈奴过去了整整
19年。苏武走进玉门关的时候，手上的旄
节斑驳陆离，已经残破不堪，但是他尽忠
祖国的一份心，却依然像当初一样的坚
定，不可弯不可折。

这就是《吕氏春秋·诚廉》里所说的：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
可夺赤。”习总书记引用这些典故，就是要
提醒我们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在建设社会
主义的事业当中，我们依然要抱定像磐石
一样的坚毅的信念，像朱砂一样的赤血丹
心，为人民的安居乐业而奋斗终身。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
感谢康震教授的精彩阐释。

下面，我接着给大家谈谈，新时代怎
么样做到对党忠诚。

党员要做到对党忠诚，有多方面的
要求。首先，要求我们必须在政治上进一
步确立“四个意识”，要进一步坚定“四个
自信”。其次，它要求在思想上要进一步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还要在行动上，始终坚定不移
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那么，除了以上这些基本要求以外，
我们在这里还要强调三点：

第一，要做到对党忠诚，必须进一步
坚定信仰。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革命先烈夏明翰，在刑场上，他挥笔
写下了那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
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
后来人。”

相对于这些革命先辈来说，我们都是
后来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革命先烈
这种用生命践行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
对人民忠诚的精神好好继承下来，把他们
没有完成的事业继承下来，继续为建设社
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

第二，做到对党忠诚，必须践行党的
根本宗旨。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它在今天的具体体现就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立场，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闭幕以
后，他到江苏省徐州市考察。在淮海战役
纪念馆，总书记一边看一边说，革命胜利
来之不易，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
的胜利，我们要好好回报人民，让人民过
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第三，做到对党忠诚，还必须勇于担
当、敢于作为。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忠诚
不是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而是要体现
在实际行动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为那些用生命书写对党忠
诚的英模们进行点赞。他们都是在自己
平凡工作岗位上，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践
行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年到福
建长汀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
我党早期的一份入党誓词。在那张已经
泛黄的入党誓词上，清晰地写着这样三
句话：“绝对忠实，为党工作，永不叛党！”
这里的“绝对忠实”，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说的对党要绝对忠诚，可见对党忠诚在
我们党的早期入党誓词中就有表述。

九十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向
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三个忠诚”的
根本要求，那就是要“始终忠诚于党、忠
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希望我
们的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的要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认真
践行“三个忠诚”，奋力谱写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谢谢大家！
主持人康辉：
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的思想解读人韩

振峰教授、经典释义人康震教授带来的
精彩讲解。新时代，我们正意气风发地行
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在这条道路上，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每
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把这份忠诚融入我
们的血脉，融入我们的言行。时代在变，
但初心不改，忠诚是永远不变的本色。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重温、一起诵读那些体现忠
诚的经典篇章，我们再一次去感悟那份
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

【经典诵读环节】
《正气歌》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

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
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
见，一一垂丹青。

（《光明日报》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