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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两个务必”
始终艰苦奋斗

李忠杰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推荐、省委原副秘书长张国

钧同志编写的《楷模——老一代革命家勤俭典例叙事

诗》，在当前正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很有阅读价值。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2013年7月11日在河北

平山县西柏坡革命旧址参观时强调，全党同志要不断学

习领会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的

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

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

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

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要

求，弘扬“两个务必”思想，光大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切实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而

“四风”则是与党的宗旨、党的政治本色、党的传统作

风根本对立的。解决“四风”问题，要“照镜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病”，要以党章为镜、以党史为镜，

要以老一代革命家为镜。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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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楷模和光辉榜样。正是在

他们的言传身教感召和带领下，我们党凝聚了党心、民心，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战胜

了强敌，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新征程。继而在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

心和以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开拓进取，取得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胜利。

关于老一代革命家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事迹，有不少书籍和媒体做了记载和宣

传。这本《楷模》，汇编的老一代革命家勤俭典例，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

——信仰坚定，生死不渝。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一生崇尚节俭，“黄卷青

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他被捕之后，敌人先以威逼，又以利诱，李大

钊一概严词拒绝，从容就义。被毛泽东誉为“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的“延安五老”

之一吴玉章，生于清朝之末，目睹国家内忧外患，上下而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最终

选择，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经受了饥饿、寒冷、挫折和死亡的威胁，都坦然对之。方

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经手的款项数以百万计，但他的财产却只有几件汗衫和破

袜子。因叛徒告密被俘后，他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写下了《可爱的中国》、

《狱中纪实》、《清贫》等十多篇共13万余字的文章，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爱国情操和

浩然正气。

——严于律己，无私奉献。董必武在解放战争时期负责经济工作，力求勤俭节约，

物尽其用，财尽其力，自己则节衣缩食。李富春、蔡畅两位老革命家多半生积累了10万

元，1975年李富春去世后，蔡畅把这10万元的存款单作为李富春的“特别党费”交给了

党组织，几年后又把她自己积存的3万多元作为党费上交。毛泽东身后，除有几套中山

服外，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归“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酬，由有关部门安排，他

的子女每人分到8000元。

——同甘共苦，不搞特殊。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广为人知。1927

年他曾被敌人抓住，敌人把穿着破烂的他错当成“伙夫”而放掉。周恩来在反“围剿”

期间坚持每天比战士少吃一两米，邓小平、刘伯承在抗日战争时期坚决不要为他俩做的

细灰布棉衣，贺龙在艰苦时期与战士“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

外出工作从不搞特殊，1961年5月到河北武安县四天的调研中坚持和群众同吃一锅饭。

刘少奇1961年4月到家乡进行农村调查，“住所”是原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破旧空房。

1978年习仲勋到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虽不适应酷暑，但坚持不让把当时还少用的空调

器安装在他办公室，而是安装在会议室。上班开会和参加外事活动，他一直乘坐一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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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坚决不坐给他配备的进口小轿车。

——艰苦朴素，本色不变。毛泽东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一直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

惯，他的一件白色泛黄的棉睡衣上面补了73个补丁，一张毛巾被先后打了75个补丁。陈

云从1949年进京在西城区北长街一所老房子里住了整整30年，三次拒绝修房。彭德怀住

旧房子拒绝翻修和搬迁，“粗布征衣半老兵”，几十年如一日。

——立制明规，工作细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要求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从具体事情做起。1949年12月11日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西南局常委办

公会议上对10个具体事项作出决定。周恩来在五十年代即对接待工作如何勤俭节约、反

对浪费做了具体指示，对接待方法、接待用品提出了严格要求，并对下去工作的食宿事

项立了规矩。

——家教严格，以俭传家。刘伯承为儿女们立下家规，告诫子女：“我这里没有什

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爸爸这块牌子生活，要自强自立。”陈毅担任新中

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对家人和子女“约法三章”。小儿子考上大学后，他赠诗一首，

其中写道：“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

老一代革命家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故事，多如繁星，举不胜举，感人至深，可歌

可泣。是党的宗旨观念、党的传统作风的诠释和体现，是党的光辉历史的经典章节。我

们回顾、瞻仰老一代革命家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光辉事迹，是心灵的震撼和洗礼，是

精神的鼓舞和激励，会引起我们对自身在思想、工作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检阅和反思。

比如，对照这本书中记载的老一代革命家的日常生活以及对收受礼品等一些基本性问题

的处理，我们可以问几个“为什么”：

为什么老一代革命家能够常年坚持粗茶淡饭，而现在有的干部动辄“鲍参翅”，一

餐几千、几万元，而且剩宴连连，毫不吝惜？

为什么老一代革命家甘坐低档车，不许公车私用，外出轻车简从，而现在有的干部

超标坐豪华车，公私不分，外出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为什么老一代革命家管理国家财产严格细致，一丝不苟，甚至因几毛钱作检查，而

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都不眨眼呢？

为什么老一代革命家两袖清风，坚持不收礼，甚至一盒葡萄、一箱梨都坚拒门外，

防微杜渐，而现在有的人从土特产品开始，直至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上亿元的受贿，

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对照、反思，我们不应仅仅“汗颜”而已，更应从根本上找出原因，从“党的生死



楷   模
老一代革命家勤俭典例叙事诗004

存亡”、“红色江山是否变色”的高度，树立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学习老一代革命家的

思想、精神、作风、方法，下定决心，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

大扫除。这是历史的启示，时代的要求，全党的心愿，人民的期盼。

在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到延安采访时，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家俭朴的

生活上，发现了一种“东方魔力”。他断言，这一伟大的力量是兴国之兆，胜利之本。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我们党已成立92年，执政64年，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前景可期；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号召，宏图待现。我们必须重视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居安思

危，认真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解决“四风”问题，让“两个务必”的思想大放光芒，让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这一“东方魔力”大展身手，让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一兴国之兆、胜利之本大行其

是，让我们的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更好地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

神圣职责，带领全国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

最后再说到这本书，它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汇编

了一百则老一代革命家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典型事例，主体很鲜明，内容比较丰富，

并以叙事诗的文学形式对各个历史故事进行了创作性的叙述，增强了可读性。其中也体

现了作者的心血和辛劳。我祝贺这本书的出版，并推荐大家读一读这本书，以使它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3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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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

靡之风“四风”问题为重点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正在全党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指出，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

治治病”为总要求。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

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

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

明方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革命一生，

一生俭朴，全党楷模，光辉榜样。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解决“四风”问题，照一照老一代革命家

这面镜子，必然会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6月25日集体学习时强

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

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

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

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楷   模
老一代革命家勤俭典例叙事诗002

（一）

这本书，从老一代革命家难以计数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事迹中，选编了100则典

型事例。每则事例都感人至深。通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为什么要大力提倡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传承和弘扬这一“法宝”呢？笔者体会：

——党的政治本色所定。党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情况下建立，依靠“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勤

俭”是党的政治本色，是党建立和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这一本色在

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改变，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更需要发扬光大。在中国革命即将

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讲话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

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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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目

前我国经济总量虽已位居世界第二位，财政收入突破11万亿元，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

旧在世界百名左右，中国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还有几千万城市低保人口以及为数众多

的其他困难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还十分繁重，需要我们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的方针，长期艰苦奋斗，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依”。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

在各种矛盾中，“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等铺张浪费现象是诱因之一。提

倡节俭、反对奢侈，是预防和反对腐败、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的前提，而奢侈

之风盛行则必将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影响社会安定。

——加强党的建设所“必”。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全党必

须高度重视现实存在的“四风”问题，重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从解决好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入手，大力倡俭反奢。唯有如此，才能加强党的组织、

政治、思想、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和

“分化”的图谋，使党以新的风貌、新的力量，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和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使命。

——实现中国梦所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经济社会的科学发

展，需要国力的大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长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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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而奢靡、奢侈、奢华都是中国梦实现道路上的障碍和阻力，必须坚决止之、

去之、防之！

（二）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老一代革命家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倡廉

倡俭、反对“四风”，关键在于落实到行动。

——要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对待。“四风”绝非简单的作风问题，它脱离我国

基本国情、背离优良传统文化，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影响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影响国家长治久安。各级党委要增强政治责任感

和紧迫感，将此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抓实。“四风”特别是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是一种顽症，要克服它，不下大决心、大气力，没有踏石有印、抓铁留痕的精神，

是难以真正奏效的。

——要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联系。在党的干部队伍中发生“四风”问题，

说到底是有的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发生动摇或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人生观发

生偏差，价值观发生扭曲。“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解决“四风”问题，

必须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总开关”，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严

格党内生活，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加强党性锻炼，使发生

动摇的世界观坚定起来，将发生偏差的人生观、价值观端正过来，立德立身，正身正

风。

——要认真落实各项制度规定。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八项规

定，中央还将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

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规定。要不折不扣贯彻中央的这些规定，还要结合本地

实际予以细化、实化，付诸具体实施。要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超标准享受待遇的各种问

题。

——要认真贯彻关于“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对作风之

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

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

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努力实现党的队伍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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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各级领导发挥带头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争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风尚的

宣讲者、传播者、实践者、示范者，以俭养德，以德养政，身体力行，从我做起，从现

在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

——要从具体事情做起。要加强宣传引导，在全社会树立、弘扬“艰苦朴素、勤俭

节约光荣，铺张浪费可耻”的理念，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从节

约一滴水、一度电、不乱花一分钱等小事做起，坚决刹住搞攀比、讲排场、摆阔气等奢

侈浪费之风，结合实际，找准“四风”的具体表现，着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着力控制

“三公”经费支出，着力整治跑官要官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着力解决吃拿卡要问

题，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各种节庆、论坛、招商会、国际性会议泛

滥等问题，着力制止滥建楼堂馆所等问题。

（三）

本书收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建

党先驱、开国元勋、“延安五老”以及几位非共产党革命前辈等38人事迹101则。每则

均参考有关传记和多种历史资料，再由作者独立创作为叙事诗体裁，以特定韵脚贯之。

全书分为“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编。两编的故事均以故事

人物的出生年月先后为序，同一人物的多则故事以故事发生时间先后为序。后附故事人

物简介（大家非常熟悉的领袖人物从略）。

是以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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