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 

   

  同志们：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之后军队召 
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 

  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政治工作 
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草案。这些文件经过军委审定 
之后，军队政治工作也就有了章程。 

  这次会议着重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 
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会议根 
据毛泽东思想，针对部队的实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很好，很必要。这次会议，中心突出，主 
题明确，精力集中，越开越好。会议的风气正，发扬民 
主，畅所欲言，对原则问题又不含糊，给下边作了好样 
子。总之，会议开得很圆满，很成功。 

  我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 

  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 
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 
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 
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 
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 
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 
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 
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 
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 
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 
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 
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 
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 
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 
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 
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 
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 
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 
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 
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 
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 



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 
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 
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 
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 
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为古 
田会议写的决议中就尖锐地反对主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 
种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一九三○年，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 
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坚 
决反对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的时候，开口闭口拿本本来，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种错误的心理。毛泽东同志说：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 
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 
怠工的最妙方法。”又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 
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 
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 
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 
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 
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 
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 
的真理性的标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 
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 
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 
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 
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 
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 
序。”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战争的指导原则的时候指出：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 
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 
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我们 
过去打仗，都懂得不研究我情敌情，做不到知己知彼， 
就要打败仗。 

  但是，党内有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并没有由于毛 
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而改变他们的立场。因此，毛泽东 
同志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发起了伟大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 
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 
作，就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文献。毛泽东同志在整风 
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 
本态度。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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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 
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 
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 
动的向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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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相反的反科学的反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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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同志不应 



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 
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 
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 
同志”。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 
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根据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 
大的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 
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 

  在这以后，毛泽东同志继续反复多次地讲了这种观 
点，这种作风。例如，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同志说：“ 
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 
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 
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 
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一九五八 
年，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 
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 
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 
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 
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 
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 
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 
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 
中来”。又指出，由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包括理 
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 
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只有 
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它“究 
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 
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讲过： 
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 
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 
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 
。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 
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 
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 
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 
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 
单地照抄照转。 

  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 
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 
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 
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 
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 
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 

  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有开了，现在开这样一 
次会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很明显，我们应该也只 
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 



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 
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够解 
决问题，才能够解决得正确。韦国清同志的报告好，好 
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 
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 
东思想的表现。反之，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 
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 
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 
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 
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 
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 
重的任务。 

  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着重解决什么问题呢？从 
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 
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 
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这就是按照毛泽 
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研究分析实际问题，解决 
实际问题。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 
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 
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 
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 
是个最大的不同。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 
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 
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 
方法也不同。 

  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曾根据不同 
的情况，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不同要求。开始规定了三项 
纪律，接着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三项纪律的内容后来也 
有变化，把“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 
一针一线”，把“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 
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增加了“洗 
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到一九四七 
年重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上也有修改，“上 
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 
庄稼”，“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 
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 
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 
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例如“一切缴获要归 
公”，现在没有打仗，就没有缴获要归公的问题，就要 
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执行这个原则。 

  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但现在我们同人民群 
众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内容。在农村，过去是个体经济 
，现在是集体经济；部队过去在农村，现在不少部队进 
了城市，住了营房，这就是新的情况。现在搞好军民关 
系，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一个 
军要研究是不是可以帮助一两个公社，附近有工厂的也 
可以研究如何帮助工厂。我们就是要按照新的情况，从 
各方面搞好军民关系，正确地解决军民关系问题。 



  军队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在韦国清同志的 
报告中对部队的组织状况、思想状况等方面的问题已经 
作了分析。现在，干部有很多新的情况，战士也有新的 
特点，教育对象不一样了，教育没有新的内容不行。忆 
苦思甜当然要搞，但只搞忆苦思甜就不够了，要研究如 
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就官兵关系 
来说，现在同战争时期就不同，怎样坚持官兵一致的原 
则，就要很好地研究。 

  后勤现在也在开会，也要着重研究后勤工作方面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比如，随 
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军装备的逐步改善，后勤工 
作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过去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对后 
勤依赖还不算很大。现在不同了，无论是军需给养、武 
器弹药、装备器材，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战争物资 
的储备，也在不断变化。这些都需要认真具体地研究。 
另外，过去我们家当比较小，现在家当大了，怎么把整 
个后勤工作管好，也是个新问题，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 
一系列制度和解决办法，同破坏财务制度、铺张浪费的 
现象作斗争。 

  以上讲的，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 
新问题。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是分析 
了政治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和解决政治工作的具体工 
作路线和政策，这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 
务，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既要有总路线、总政策 
，又要有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指示精神。如果我 
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 
不能够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就不能够在没 
有打仗的情况下提高部队战斗力。 

  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 
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 
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 
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 
法。 

  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 

  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 
件，就要讲破和立。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 
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 
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 
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 

  军队揭批“四人帮”总的情况是好的，我不多说了 
。但是运动的发展不平衡。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搞深 
搞透，进行到底，决不能捂盖子。 

  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 
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 
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转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 
工作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 
能立新东西。 



  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 
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林 
彪对军队毒害很大，过去没有怎么批，被“四人帮”包 
下来了。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 
、叶剑英同志。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这是顺 
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么“纠缠历史旧帐”的问题。 

  要增强团结，必须深入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 
揭批林彪。这正是为了分清是非，在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基础上搞好团结。这样才能真正团结绝大多数。 
跟林彪一伙犯了错误，检查得好，真正改了，一直表现 
不错的，我们就应该充分信任；坚持不改，又跟“四人 
帮”干坏事的，当然要从严处理。不这样做，就分不清 
是非，就搞不好团结，就无法实现整顿的任务。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联系实际，搞好各方 
面的整顿。整顿就要有破有立。整顿，主要是整顿领导 
班子，整顿作风。 

  当前调整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是个关键。有的单位问 
题成堆，老是解决不了，主要是领导班子没有真正调整 
好。要坚决执行军委会议关于哪些人可以进领导班子， 
哪些人不能进领导班子、不能重用的规定，抓紧把各级 
领导班子选配好，整顿好。一九七五年我们讲过软、懒 
、散三种情况，现在有些领导班子还是这个问题。要放 
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 
帮”的帮派体系。还必须把派性整掉、搞臭。 

  培养接班人，这件事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 
战争的大局，非解决不可。年轻干部只要选得准，搞好 
对他们的传帮带，加强学校的培养，是能够接好班的。 
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积极 
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 
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整顿领导班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作风整顿好 
。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 
不深入实际的问题。我们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 
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 

  军队的作风要做个好样子，就要解决一个提高工作 
效率的问题。要雷厉风行，艰苦奋斗，紧张快干。不能 
慢慢吞吞，拖拖拉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军队还是 
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 
能得胜利。 

  整顿，还有一个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 
的问题。我们多次讲过，要在三几年内，把政治机关的 
职能、作用、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 
放战争时期的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破林彪、“四 
人帮”的那一套，立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 
传统作风，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这次会议之前， 
我又讲过，通过这次会议，要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 
、威信恢复起来，起码要起这个作用。 

  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 
上级政治机关对下级党委、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工作 



，应该进行指导，督促检查。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整顿，一定要从严。不论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 
，整顿政治机关，没有一股子劲头不行。在整顿过程中 
，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 

  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这个问题很重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 
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 
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 
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 
。 

  现在，强调以身作则这个问题很必要。比如，调动 
了工作，就要搬房子，高级干部不带头怎么行？下了命 
令，要立即到职，高级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也要高 
级干部带头。 

  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 
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 
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近，不少单位领导干部开 
始下部队了，这是好现象。 

  我们说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 
部要严。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执行“三要三不要” 
原则的榜样，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 
总之，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 
样。 

  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 
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战士心 
连心，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 
听。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红军时 
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就规定：“政治指导员进行政治工作 
全凭本身直接接近群众和熟识红军战士”，“政治指导 
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 
军人的模范，并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我们要 
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要靠政治干部以身 
作则。 

  今天，后勤会议的同志也在。我要讲一下，后勤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以身作则，不要“近水楼台先 
得月”。一定要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要严格遵守财 
经纪律，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要同假公济私 
、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 
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 
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 
好办。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 
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 
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 
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 
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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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 
动搞好传帮带。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胜利 
的会议。要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在座的同志是责 
无旁贷的，但更重要的是各级党委、政治委员要加强领 
导，亲自动手，狠抓落实。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全 
军的政治工作一定会有新的起色，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 
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定会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