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钱红青 美编/杨焜 3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走过来时的路走过来时的路

学习弘扬扎西会议精神
本报记者

长征路上学党史

牢记使命再出发
“走进红色扎西，重温红色记忆，追寻长征路上的红色印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
量。”近日，昭通市委宣传部、市网信办、市文联、市投资促进局的
100余名党员干部，走进扎西干部学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淬炼
党性修养、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

从红色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集中学习期间，学员们先
后开展了党史专题学习，聆听故事党课，重走一段长征路，唱
红歌学党史，参观扎西会议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到红军烈
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全面了解了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及作
用，系统学习了川南游击纵队及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
队斗争史。通过追寻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身临其境感悟伟大
的长征精神，进一步增强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
的昂扬斗志。

在威信县水田镇关口坳现场教学点，红色标语“红军从这
里进入云南、长征从这里走向胜利”十分醒目，学员们身穿红
军服、头戴八角帽、重走一段 4.2公里长的长征路，实地感悟了

“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伟大长征精神。在扎西会议纪念馆，通过
一行行文字、一件件旧物、一个个场景再现，学员们更加深刻
地认识了光辉的扎西会议。在故事党课环节，《十个连长一个
班》《周副主席的军礼》等红色故事深情感人，革命先辈们不
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着现场的每一
位学员。

“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难不难，看看红军来到扎
西有多难。”学员们纷纷表示，长征路上学党史，形式活、内容
实、效果好、感染力和体验感强，通过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重
温光芒四射的扎西会议，重走一段长征路，更加深刻地感悟到
百年党史的苦难与辉煌，进一步增强了大家弘扬长征精神、坚
定理想信念、办实事开新局的昂扬斗志。

本报记者 蔡侯友 沈迅

1935年 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休整期间，中央政治
局于5日至9日在威信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的
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

在扎西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洛甫（张闻天）
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
央的统治，使遵义会议要解决而又未来得及解决的组织问题得
到了圆满的解决。

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以来，研究部署全国革命斗争的首次
会议。长征以来，由于博古的错误领导，实行逃跑主义，中央
对各苏区和红军部队，一直“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
署总方针”。遵义会议后由于战争形势紧迫，亦未能解决这个
问题。扎西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对中央苏区和湘鄂
川黔革命根据地实施领导，对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
导、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研究部署，恢复了对全国革命
斗争的领导。

扎西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根据敌
情变化，及时改变了原定红军在宜宾上游或下游北渡长江的计
划,并作出了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正如朱德指出的，
遵义战役“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两
千以上，俘虏约 3000人”，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
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
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为夺取长征
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扎西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
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和肯定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博古、李德为代
表的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指出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反

“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
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
原因”，博古、李德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问题上“犯了原则上
的错误”，未实行主动的战略退却，“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
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领导
权，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贯
彻，对于总结和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清
大是大非，统一全党思想，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
体，提高红军战斗力，振奋革命精神，战胜敌人，起到了极大的
作用。

扎西会议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整编问题。中革军委在扎
西发出《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后，各军团通过缩编，改变
了过去“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适应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作
战方式，提高了红军战斗力。

扎西会议作出了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
南游击纵队的决定。中共川南特委负责领导游击队及长江以南、
金沙江以东广大区域的工作。中革军委从红军中抽调 100多名
干部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在川滇黔3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扎西会议是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后，以洛甫
为主的新的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也是继遵义会议后的一
次重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对贯彻遵义会议
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作出
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
的历史地位。

扎西会议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完成了以遵义会议
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遵义会议虽
然批判了博古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但尚未形成一个正式的
决议；常委重新分工的工作也还未进行，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
仍然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这两件对红军生死攸关的大事，都
是在扎西会议期间圆满完成的。红军从此由被动变为主动，按
党中央确立的新的战略方针和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术原则，
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苏区的红军依照中央的指
示，改变了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迅速突围，分散在南方坚持
游击战争，为革命锻炼和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在川西的红
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
胜利，打乱了川陕敌人的“会剿”计划。新的战略方针的确定和
实施，扭转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
义的胜利。

扎西会议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实际上确
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党的第一代领
导集体。由于洛甫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他的任职，保证了毛
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
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取得长征的胜利和夺取全国的最后胜
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自《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第一卷（1926-1950）

扎西会议

红军在扎西一带活动的时间不长，但却
留下了许多严明纪律、严守纪律的故事。扎
西缩编：10个连长 1个班的故事。1935年 2
月，中央红军进驻扎西后，根据中央红军人
数锐减至 3万多人的实际，各级干部层层下
放，师长、师政委下放当团长、团政委，团长、
团政委下放任营长、教导员，营、连干部分别
下放到连、排，全部都严格遵从了党中央的

纪律要求和组织安排。另外，扎西会议决定
组建的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被抽调留下的红军干部战士始终严守党的
纪律，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证了中
央红军顺利长征北上。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云南支队继续坚持斗争长达12年，坚决完成
了党中央交办的使命任务，他们的英雄事迹
和历史贡献永载史册。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
败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
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
领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夺取新的更大胜利，同样需要靠铁
的纪律保证。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关键是
要接好跑好党和人民事业的接力棒。进入
新阶段新征程，我们要正确认识使命，坚
持事业至上、使命至上，把到 2035年云南
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
为我们这一代云南人的使命，始终怀着“人
生能有几回搏”的豪情壮志，只争朝夕、埋
头苦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
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全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省委
常委班子专程到扎西会议旧址，重走长征路，
瞻仰扎西红军烈士陵园并敬献花篮，参观扎西
会议旧址和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开展“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现场学习体验活动。
省委书记阮成发讲授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扎西会议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经过
云南召开的极为重要的会议，在党史、军史
上具有重要地位。这次会议完成了以遵义会
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的一系

列决策和部署，是党中央继遵义会议后召开
的一次重要会议。扎西会议使遵义会议的重
大决策得到最终确认，使遵义会议的精神得
到贯彻和发展，推动党和红军实现战略转
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扎西会议的光

辉历史，蕴含着我们党光荣的革命传统，凝
结着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红色基因
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我们要从中汲取养分、
增添力量，在革命传统教育中坚定理想信
念，在红色基因传承中牢记党的性质宗旨，
在开启新征程中持续奋斗、再创辉煌。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
切的。这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
最可宝贵的经验。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
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伟大历
史转折，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

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
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并肯定了以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
略战术原则，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
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使遵义会议实际确立
的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以
实现，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正是因为有了核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革命、建设、改革的
伟大斗争，开创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
业，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国
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的命运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就要毫
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旗帜鲜
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把“两个维护”作为思
想上认识上的政治态度、政治信条，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信赖核心、忠诚核心、
维护核心。

党中央和红军在威信期间的这段历
史，就是一堂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课。中
央红军在扎西集结之时，正值农历春节前
后，威信一带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天气十
分寒冷。扎西镇当时只有 200多户人家，除
中央机关找到房子住下外，红军其余部队
都在冰天雪地里露营。战士们衣着单薄、

穿着草鞋，靠借群众的稻草、苞谷草和门
板铺着，三三两两相互依靠着露宿在群众
屋檐下，挨过漫长的寒夜。中央政治局的
同志以煮熟的土豆作为晚餐，还乐观地
说，在这里能吃上土豆已经算是美味佳肴
了。面对如此艰苦的条件，党和红军依旧
高擎火炬前行，凭藉的就是坚如磐石的理

想信念。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就要始

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把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牢牢印刻在心中脑中。要始终坚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
对忠诚、学出使命担当、学出能力本领、学
出纪律作风。要始终加强党性修养，经常重
温党章，重温自己的入党誓言，始终做到初
心如磐、使命在肩，矢志不渝地为党和人民
的事业努力奋斗。

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历史，就是一部反
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红军到达云贵川
地区，就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中国工
农红军布告》，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
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
骨肉”，沿途书写“彝民们团结起来，不交
租、不还债”，“苏维埃和红军绝对保护苗

族、壮族的解放与自由”等标语口号。这些
宣传，代表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
使各族人民感受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从
而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争
取民族解放而斗争。中央红军在扎西期
间，发生了《爹渡红军我送饭》《有困难找
红军》《红军让路放牛娃》《草编提包寄深

情》《舒永珍义救女红军》等生动感人的故
事。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
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
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
根本保证。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就要始
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始终坚持党

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要始终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千方百计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
解决好就业、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问
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红军长征过扎西这段历史，就是一段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
浴血奋斗、誓与敌人血战到底，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靠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
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红军不惧艰险、英
勇战斗，最终赢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

大一次胜仗。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红军还与
云南地方军阀、地主恶霸进行了艰苦斗争，
积极宣传发动群众，贴标语、打土豪、分田
地，最终赢得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持，为红
军壮大力量、取得长征胜利提供了强有力
支持。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
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始终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
本领。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就要树

立斗争意识，坚定我们党的革命信念和斗
争精神不动摇，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挑战
面前不退缩，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
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增强斗争本领，
勇于开展斗争，努力做到知风化险、化危为
机、行稳致远。

扎西会议精神昭示我们，要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

扎西会议精神昭示我们，要自觉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

扎西会议精神昭示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扎西会议精神昭示我们，要不畏艰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扎西会议精神昭示我们，要严明纪律规矩、勇担职责使命

扎西会议旧址扎西会议旧址 扎西干部学院学员在培训中扎西干部学院学员在培训中

扎西红色小镇一角扎西红色小镇一角扎西红色小镇红军街扎西红色小镇红军街 重温党史重温党史

党史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