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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三论井冈山精神 

双击自动滚屏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0-04-25   

 余伯流  

  春临赣江万物新。2009年春节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专程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看望老区干部群众。在听取了江西省

党政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后，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全力以赴保增长，千方百

计保民生，加大力度保稳定。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对于我们当今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坚定信念、提振信心、战胜困

难、共克时艰，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一直非常关注和重视井冈山精神。他在1993年、2003年、2009年三次论及井冈山精神，盛称“井冈山精

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并从不同的

层面、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以及如何弘扬井冈山精神，弘扬井冈山精神与建设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与价值取向。  

  一、199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井冈山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并首次论述了井冈山精神

的科学内涵  

  历史铸就了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争硝烟中孕育而成的。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新道路——井冈山道路，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精

神体系的最初完备原型——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积

淀，是革命战争年代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的凝聚，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与道

德情操的集中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井冈山精神以其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成为维系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流淌不息的精神血脉。  

  中共几代领导人历来极为重视井冈山精神。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语重心长地说“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

丢了。”1972年11月，邓小平视察井冈山，深情地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1989年10月，江泽民来到

井冈山，郑重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

冈山精神。”  

  胡锦涛也一直非常关注和重视井冈山精神。199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来到井冈

山，瞻仰革命圣地，看望老红军，与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胡锦涛动情地说，这几天在南昌、井冈山参观了一些革命

遗址，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感受很多。他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种精神。在长期的革命斗争

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英烈用鲜血与生命培育的井冈山精神，是江西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也是

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当然，对革命传统要继承又要发展。我们应该把革命优良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焕发出

的新的时代风貌结合起来，熔铸成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并把它贯注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有

力地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  

  “井冈山精神有丰富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井冈山精神尤其要弘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事求

是、敢闯新路的精神”；“第二，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精神”；“第三，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这是胡锦涛

同志首次论述井冈山精神，其思想内涵有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井冈山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的重要论断。  

  井冈山精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英烈用鲜血与生命培育而成的，而且是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培育出来

的。它属于江西，又不完全属于江西，而是幅射全国、光照全党的。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它“是江西人民的宝贵精神



财富和政治优势，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井冈山精神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优良精神传统的基

础，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的开端。在雄伟壮丽的中国现代革命精神长河中，井冈山精神是“源头”，而随后形成

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都是井冈山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同时期的延伸、深化和发展。  

  第二，提出了对革命传统“要继承又要发展”、要将井冈山精神“熔铸成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重要思想。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理念和价值选择，是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

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

奋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既是一种历史的积淀，

又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演进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族精神必然会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  

  在中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都蕴涵着井冈山精神的“遗传基因”。井

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脊梁精神”的重要内核，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井冈山精神的优良传统必须和改革开放以

来焕发出的新的时代风貌结合起来，“熔铸”成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并将它“贯注”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才能

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好这种“熔铸”、“贯注”工作，是新世纪

我们弘扬井冈山精神责无旁贷的使命。  

  第三，首次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  

  井冈山精神的内涵丰富、博大。胡锦涛首次从宏观的层面、全局的高度，概括其要，提出了井冈山精神内涵的三个

要点：一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二是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精神，三是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  

  解读胡锦涛的这一精到概括，可以领悟三点要义：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就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目的是为了敢闯新路，敢闯新路的前提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

杰出代表。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

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2]P27这条革命道路就是井冈山道

路。井冈山道路是一条有别于苏俄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式的革命新道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

创举。这条新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辟蹊径

“闯”出来的。这种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给我们当今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路以深刻的启

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我们

要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实践基础

上的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

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才能奋力开拓实现小康社会和民族复兴的更为广阔的

发展新路。  

  矢志不移、百折不挠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矢志不移、百折不挠本质上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一个人

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共产主义的理想与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井冈山军民一切力量的源

泉，也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所系。井冈山的斗争，有辉煌与胜利，也有低迷和挫折。在井冈山斗争的“三月失败和“八

月失败”时，边界阴霾四起，红军和群众中都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理智面对，从理论上进行

了深刻的思考，并给予了科学的回答。他坚定地认为：“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

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 [3]P50毛泽东不愧是个战略家，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

的伟大构想。这种深邃的目光、远大的理想，正是他信念坚定的突出表现。毛泽东的坚定信念一经确立就矢志不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正折射了一种信念的光辉。这种坚定信念、矢志不移的井冈山精神，给我们当今

坚定地走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深刻的启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永远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

的邪路，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艰苦奋斗、勇于奉献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中国革命是经过长期的艰难奋战才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的。这

个胜利始于井冈山。在井冈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的艰难困苦的条件

下，依靠群众，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白手起家，自办被服厂造币厂、红军医院等，开展赤白贸易，活跃市场经济，克

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期间，无数英烈和井冈山军民作出了巨大而无私的奉献，实践了



“为主义而牺牲”的崇高诺言。这种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井冈山精神，给我们当今传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进行党

的先进性建设以深刻的启示。“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的精神。我们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秉公从政，廉洁自律，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

扬锐气、浩然正气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勇于应对各种挑战，励精图治，战胜困难，不

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二、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并论述了弘扬井

冈山精神的基本原则  

  继1993年后，时隔10年，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再次来到江西，先后到赣州、

南昌等地考察、调研。胡锦涛特意前往瑞金、兴国、于都等革命老区，瞻仰了毛泽东旧居、红军烈士纪念塔、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等革命旧址，还看望了老红军、老干部和老党员代表并同他们亲切交谈。胡锦涛说，回顾我们党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不仅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革命

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坚持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育和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集中反映了我们党

的优良革命传统，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中

形成的伟大精神，其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英勇奋斗。”“当年我们党带

领人民搞革命需要大力发扬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党带领人民搞建设同样需要大力发扬井冈山精神。我们要结合时代的

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

起来，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成为激励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而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4]  

  解读胡锦涛总书记的这番话，可以领悟如下三点：  

  第一，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义”。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革命传统的源头，是加强执政党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

济进入高速平稳的发展时期，但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为此，中共中央

提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举措，旨在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井冈山精神所蕴涵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党、红军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密切联系，从而形成了

一个“众志成城”和“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强大堡垒。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小到大，

由弱变强，最终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执政大党，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以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己任，与人

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显得尤为重

要，这是执政党建设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只有像井冈山时期那样，保持党与群众的紧密联

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才能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改革发

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  

  第二，井冈山精神是“伟大精神”，我们应该大力倡导并弘扬“伟大的井冈山精神”。  

  伟大的事业必然产生伟大的精神。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是一个伟大

的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前人或外国的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特别是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

新。井冈山精神所蕴涵的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正是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所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当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形势下，揭竿而起，引兵井

冈，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如果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勇闯新

路，而是照搬苏俄的模式和经验，那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革命和建设是20世纪到21世纪中国人民伟大事业的

上、下篇。上篇完成了，下篇怎么做？邓小平强调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5]P94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新时期，“走自己的路”，仍然需要大力弘扬这种开拓创新、敢闯新路的精神。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

求。  



  第三，从“三个结合”入手，赋予井冈山精神以新的科学内涵，为新世纪弘扬井冈山精神指明了新的方向。  

  时代变了，革命传统也要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当今的时代已经不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而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肩负的是领导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正在向纵深发展。我们这个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

革、大发展的时期，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多元、多

样、多变的社会特征日显突出。我们要明确党的历史方位，研究新的发展形势，顺应党情、国情、世情的新变化，坚持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

能力。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

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必须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同

时弘扬时代精神，使党始终保持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发扬优良传统，改进党的作风，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

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

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坚强领导核心。  

  三、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井冈山精神”，并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弘扬井冈山精神以应对挑战、共克时艰的重要意义  

  2008年，源自美国次贷市场的金融动荡迅速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经济均遭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这场金融危机直到现在尚未见底，仍在不断延伸、深化。中国经济形势也很严峻，经济发展面临不少困难。但中国人民

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仍以昂扬的斗志、百倍的信心，从容应对挑战，共克时艰。  

  巍巍井冈情意浓。2009年1月24日至25日，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到来之际，胡锦涛总书记继1993年之后重上井冈

山，看望慰问革命老区的干部群众。胡锦涛视察了黄洋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华能井冈山电厂、井冈山菖蒲古村，并

同老红军、红军后代和劳动模范进行了亲切交谈。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一，总书记在南昌看望慰问英雄城的干部群众，视

察了南昌火车站、中国移动江西服务中心、江西国鸿集团、西湖公安分局筷子巷派出所、象山社区文化广场等地，随后

听取了江西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对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总书记殷切希望江西

广大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紧紧抓住国家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宝贵机遇，以昂扬向上的斗志、坚忍不拔的毅力、求真务实的作风，全力以

赴保增长，千方百计保民生，加大力度保稳定不断迈出富民兴赣新步伐，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胡锦涛还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着力加强作风建设，尤其要增强宗旨观念，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同甘苦、

共患难；要强化责任意识，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焕发进取精神，时刻保持那么一种越是困

难越向前的气概和攻坚克难促发展的劲头；要做到廉洁自律，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真正让党放

心、让群众满意。[6]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最后强调指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80多年前，我们党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中

铸就了井冈山精神。这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

样需要井冈山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始终忠于理想、坚定信念，勇于应对挑战、战胜困难，矢志励精图治、

艰苦创业，使井冈山精神始终成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的强大精

神力量。”[7]  

  总书记的这一宏论包含三点要义：  

  第一，井冈山斗争铸就了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精神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井冈山精神的本体是井冈山道路，井冈山精神的源泉是井冈山斗争。离开了井

冈山道路、井冈山斗争，井冈山精神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井冈山斗争铸就了井冈山精神”这一论断，既蕴涵

了深刻的哲理，又揭示了历史的真实。井冈山精神是无数革命先辈、英烈在血与火的拼搏中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无

产阶级革命精神。井冈山时期脍炙人口的“马奕夫身堵机枪”、“肖劲塞肠大战”、“刘仁堪坚贞不屈”、“曾宝华全

家护印”、“伍若兰大义凛然”、“吴月娥纵身跳崖”等英雄事迹，都是一曲曲千古流芳、勇于奉献的慷慨悲歌。井冈

山斗争时期，边界六县一山牺牲革命烈士共有4.8万余人。其中有名有姓的仅有15744人，无名无姓的却有32300余人。井



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任空军副司令员的谭家述中将，用自己的工资积蓄采购了北京房山的汉白玉做成一座“无字

碑”，安放在井冈山烈士陵园，表达了亿万人民对3万多无名烈士的崇敬和追思之情。  

  第二，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井冈山精神。  

  当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我国各

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理想和价值追求，集中了我国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然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

要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当年井冈山精神所蕴涵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敢闯

新路的精神、矢志不移的精神、百折不挠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廉洁奉公的精神、勇于胜利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

神，依然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弃的传家之宝，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

会必须具有的精神支柱。井冈山精神的这些思想内核，是永远不会过时、永远闪耀着真理之光的。  

  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井冈山精神，对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战胜困难、共克时艰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总是波浪式前进的。危机蕴藏着机遇，经济波动期往往可以转变为经济机遇期。国际金融危

机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转型和发展创造了机遇，为中国构建一个内需与外贸并行的新的经济体提供了良机。化危机

为转机、生机，最要紧的是坚定信念、提振信心。“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北风。”这是清朝县令、书画家郑板桥的一首名诗，咏诵的是竹之风骨、竹之品格。在当前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

持经济平稳发展的情势下，就要有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青山”是什么？“青山”就是应对危机、战胜困

难，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越是困难，越要凝聚精神力量；越是困难，越要弘扬优良传统。正如总书记所言：“做

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工作，需要各级干部大力弘扬优良作风。”中央提出的“三保”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

还是个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百年危机，世纪大考，考

的就是怎样锲而不舍地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无论困难有多大、形势有多严峻，无论

“千磨万击”有多危难、“东西南北风”有多凌厉，我们都要像井冈山的翠竹一样，“咬定”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这个“青山”不放松，坚定信心闯难关，一心一意谋发展。在中国，从“九八洪灾”到汶川地震，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

球金融危机，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但始终坚忍不拔、自强不息、斩关夺隘、一路向前，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

“中国奇迹”。我们党的根基在民众。只要我们保持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密切联系，关注民生，执政为民，构筑执政

之基的坚实的群众基础，任何困难都能应对、都能克服。我们要把井冈山精神化为战胜危机、共克时艰的动力源泉，在

应对挑战中赢得新机遇，在破解难题中实现新发展。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井冈山道路是不朽的，井冈山精神是永恒的。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奠基石。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铸就了共和国之魂，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新的世纪所涌动的时代风貌、时代

脉搏，仍然需要融汇井冈山精神的内核、呼唤井冈山精神的灵魂。井冈山精神必将代代相传，成为亿万人民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概言之，胡锦涛总书记三论井冈山精神，既同根相连、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各具特色。“三论”的共同点是，

在不同的时间段、从不同的层面论述了井冈山精神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三论”的不同点是：

第一次（1993年）着意提出了井冈山精神内涵的“三要点”，第二次（2003年）着意强调了弘扬井冈山精神要把握“三

结合”，第三次（2009年）着意论述了弘扬井冈山精神要立足“促三保”。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三论”，关系重大、影

响深远，值得我们很好地体味、领会并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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