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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

贺江波    2010-1-18 14:40:15    来源：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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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是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

会《决定》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军队党的建设的意见》都强调，要大兴艰苦奋斗之

风，永葆我党我军的政治本色。在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复杂而激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任务艰巨而繁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而一些党员干部安逸享

乐之风有所滋长的背景下，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弘扬艰苦创业精神，尤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建设历程告诉我们，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一个国家走向强盛，一个民族走向复兴，无不需要用艰苦奋斗的作风来凝聚人心、激励斗志，从

而实现宏伟的理想目标。我们党就是在科学理论指引下，靠着艰苦奋斗的作风起家的。1936年美国作

家斯诺在延安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周恩来睡在铺着草席的土炕上，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

落伞布做成的背心。他震惊了，把从这些革命伟人身上看到的精神称之为“东方魔力”，并预测将来共

产党必定是一个强大的政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到国统区重庆，蒋介石花800美

元用山珍海味款待他；而在延安，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和西红柿请他吃饭。陈嘉庚不禁感叹

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党的近90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领导的事业的成功，无不与艰苦奋斗作风休戚相关。中国共产

党人以人民解放、国家独立为己任，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征程中，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

传统，并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锻造了特有的精神品格。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到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从“好八连”精神、大庆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高度融合中，获得了一种超时空的精神内核。也正是靠着

这种精神凝聚党心民心，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成功地实现了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 

  在新形势、新使命、新机遇面前，我们同样须臾不可丢掉艰苦奋斗这个传家法宝，务必清醒地认

识到，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没有改变，他们极力输出其政治主

张、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我们进行意识形态较量。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物质条件并

不丰富，生活水平仍然比较落后。因此，在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的过程中，艰苦奋斗仍然是我们抓住

机遇、加快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重要法宝。任何盲目乐观、安于现状、追求享乐的思想和行

为，都会使我们丧失发展机遇，延误中华民族复兴。所以，大力弘扬艰苦奋斗之风，铸造中华民族复

兴的强大精神支柱，是事关二十一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必须从巩固执政

地位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弘扬艰苦奋斗作风的极端重要性，真正把艰苦奋斗作为一种信念追求，一

份历史责任。 



 

  初级阶段的国情提醒我们，艰苦奋斗依然是实现民族振兴的根本保证 

  经过60年的建设发展，经济繁荣了，物质丰富了，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也

没有改变。尽管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排在世界100位之后；人民

生活虽然总体上达到小康，但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早在上世纪，邓小平

同志就告诫我们：“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艰苦奋斗

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艰苦奋斗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根本一

致的。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要强国富民，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

要通过艰苦创业、不懈努力，更多地创造和积累财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也意味着，艰苦奋斗

之风能不能得以充分体现，关系到我们践行党的宗旨过程中有没有真正付诸行动。权为民所用，情为

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要通过艰苦奋斗使之变成现

实。 

  艰苦奋斗也是忧患意识的体现。我们国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已阔步走上了振兴之路，千百年来

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期盼、魂牵梦绕的民族复兴正在变成现实。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任何事物的发

展，都存在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的规律性。古往今来，多有哀兵胜利之师，也不乏骄兵惨败之旅；多

有负重奋起之邦，也不乏淫欲覆亡之国。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越是走向兴盛之

时，越需强化忧患意识，越需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反腐倡廉的经验启示我们，只有艰苦奋斗才能凝聚党心民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

必须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党的一部开天辟地的创业史，就是

团结和带领人民的艰苦奋斗史。人民群众之所以相信我们党的领导，在党的旗帜指引下奋力向前，既

在于我们理想高远，也在于我们能够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并肩奋斗。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启示我们，

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如果我们缺失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必定会损害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终丧失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能否保持艰

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事关人心向背，事关党的生死存亡。 

  毛泽东同志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就针对革命胜利后党和军队中可能出现的腐化变质现象及时指

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

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

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如何预防？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

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是

最能防止成为利益俘虏的“防火墙”，是保持精神振奋的“清醒剂”。在我们党处于长期执政地位的情况

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我们能否立于不败之地，从根本上讲，在于

我们能否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像孔繁森、郑培民、

沈浩等这样的优秀党员干部，他们之所以成为时代先锋和人民群众敬仰的人，最根本的是在他们身上

体现了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心系群众，执政为民，廉洁奉公，带领群众艰苦创业，一心

一意为人民谋利益。但是，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我们的队伍中也有极少数腐败分子被淹没，其原因

就是他们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丢掉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所以，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关系党

 



的形象，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也关系到党员干部在形形色色诱惑面前能不能站稳脚跟，永葆共产

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

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

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兴艰苦奋斗之风，从根本上来说，是共产党人内在

品质的体现，它折射的是一种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愈挫愈勇的革命斗志，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

状态，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力

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确保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

事业的兴旺发达，确保我军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 

  在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大兴艰苦奋斗之风，重要的是坚持两手抓：一是抓好思想教育。加强对

党员和干部的理论教育、传统教育和道德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思想道德素质。要求群众做到的，首

先要求党员做到；要求党员做到的，领导干部首先做到，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以艰

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二是抓好制度建设。健全节约机制，有效降低公务成本，严格执行财经

制度和经济工作纪律。对铺张浪费、奢靡享乐、挥霍公款等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要把党委、机关是否

厉行节约纳入政绩考核指标，努力形成建设节约型党委、节约型机关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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