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建設世界一流軍隊
強調今天的長征是要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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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勝利 80
年了。

但我們現在
仍然能感受到
紅 軍 將 士 們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的激情，仍然能
感悟到他們「要為真理而鬥爭」的血性。
長征發生在上世紀30年代，但長征精神是
永恒的；長征發生在中國，但長征精神是
屬於全世界的。

紅軍三大主力長征，都是在力量對比懸
殊情況下的被迫戰略轉移，說白了，就是
打了敗仗。為什麼紅軍敗而不倒，上下同
欲，百折不撓？因為紅軍有信仰。紅軍有
別於其他所有軍隊的本質特徵就是，紅軍
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僱傭關係、金錢關
係和權勢關係的捏合，革命理想高於天。

在長征的隊伍裡，「紅小鬼」是一個獨
特的群體，胡耀邦、肖華等都是有名的
「紅小鬼」。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時，有
些十二三歲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紅軍走，誰
也勸阻不住。組織上決定把他們分給一部
分女同志，每人帶一個。

我的父親羅青長也是從巴山蜀水中走出
來的一位「紅小鬼」，他們班裡七八個小
夥伴都是十五六歲的窮孩子。這個年齡
段，正是需要父母呵護的時候，但他們卻
已經嘗盡了人間的艱難困苦。

紅軍中還有一批女戰士，這是長征途中
一道特殊的風景線。據統計和考證，紅一
方面軍參加長征到達陝北的女紅軍有：鄧
穎超、蔡暢、康克清、賀子珍等32位；紅
二方面軍有李貞、陳琮英等21位；紅25軍
有周東屏、戴覺敏等7位。紅四方面軍的
女紅軍人數最多，共2,000餘人，她們大多
是童養媳和苦大仇深的農民的孩子，女紅
軍中歲數最小的王新蘭只有11歲就隨軍出
征。

她們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與男同志們一起行
軍打仗、風餐露宿，還要擔負起救治傷員、宣傳鼓動等
多項任務。

在鄧小平同志晚年時，他的女兒曾經問他，長征時都
做了什麼。小平同志不假思索，操着濃重的鄉音回答：
「跟着走！」看似不假思索，其實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人生選擇，是對信念的堅守，是對共產黨的信任。

在新的長征路上，80年前那段人類史無前例的遠征無
疑將給我們帶來太多太多啟示。理想是走出來的。正如
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長
征要持續接力、長期進行，我們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
長征路。

軍
事
科
學
院
國
家
高
端
智
庫
試
點
學
術
委
員
會
特
邀
委
員
、
退
役
少
將

羅
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

社報道，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

大會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

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講話時

強調，在新的長征路上，要堅持以黨

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為引領，深入

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努力建

設世界一流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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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在京舉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
山、王岐山、張高麗出席大會。上午10時，李克強宣

佈紀念大會開始，全體起立，高唱國歌。

指長征永遠在路上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他代表黨中

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代表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向
領導紅軍創造這一歷史偉業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同志
等老一輩革命家，向在長征中浴血奮戰和在各地堅持革命
鬥爭的紅軍指戰員，向當年支援紅軍長征的各族人民特別
是各革命根據地人民，向所有健在的紅軍老戰士，致以崇
高的敬意。他提議全體起立，為在長征途中和在各地革命
鬥爭中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默哀。
習近平指出，長征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壯舉，留給我
們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將士用
生命和熱血鑄就的偉大長征精神。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
精神則不強。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
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屹
立不倒、奮勇向前。偉大長征精神，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紅
色基因和精神族譜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
族的血脈和靈魂，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滋養，
成為鼓舞和激勵中國人民不斷攻堅克難、從勝利走向勝利
的強大精神動力。
習近平強調，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每一代人
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今天，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就
是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長征永遠在路上。不論我們的事業發展到哪
一步，不論我們取得了多大成就，我們都要大力弘揚偉大
長征精神，在新的長征路上繼續奮勇前進。

提強軍四個「不放鬆」
習近平說：「弘揚偉大長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長征路，
必須建設同我國國際地位相稱、同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
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為維護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
而矢志奮鬥。」
「強國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習近平首先強調四
個「不放鬆」，指出：
——要緊緊扭住政治建軍不放鬆，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
領導，永葆人民軍隊性質、宗旨、本色，永遠做紅軍的傳
人，着力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
革命軍人，努力鍛造具有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
般紀律、鐵一般擔當的過硬部隊。
——要緊緊扭住改革強軍不放鬆，堅定不移深化國防和
軍隊改革，着力解決制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體制性障礙、
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深入推進軍隊組織形態現代
化，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
——要緊緊扭住依法治軍不放鬆，着力構建中國特色軍
事法治體系，推動實現治軍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提高國防
和軍隊建設法治化水平。
——要緊緊扭住備戰打仗不放鬆，堅持戰鬥力這個唯一
的根本標準，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加強實戰化軍事
訓練，加快提升打贏信息化戰爭能力。

促全軍增強憂患意識
習近平強調，要深入貫徹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更好把國
防和軍隊建設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體系，形成全要素、
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要加強國防動
員和後備力量建設，鞏固和發展軍政軍民團結。要加強國
際軍事安全合作，積極履行同中國國際地位相適應的責任
和義務，同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應對全球性安全挑戰，為維
護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貢獻。
習近平還指出，全軍要增強憂患意識、危機意識、使命
意識，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擔負起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重大責任。

■習近平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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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半條被子」故事 喻黨同人民生死與共
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

的講話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講述了長征中
「半條被子」的感人故事。

「一部紅軍長征史，就是一部反映軍民魚水情深的
歷史。」習近平在講話中說，在湖南汝城縣沙洲村，
3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
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
「老人說，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

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習近平引述老人

的上述話語，並以此指出，同人民風雨同舟、血脈相
通、生死與共，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取得長征勝利的根
本保證，也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人信念難以動搖
在當天講話中，習近平還講述了紅軍長征眾多感人

的細節。如他提到，在紅一方面軍二萬五千里的征途
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紅軍犧牲。長征這條紅飄
帶，是無數紅軍的鮮血染成的。
「艱難可以摧殘人的肉體，死亡可以奪走人的生

命，但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動搖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
念。」習近平指出。
他提到，在漫漫征途中，紅軍將士同敵人進行了

600餘次戰役戰鬥，跨越近百條江河，攀越40餘座高
山險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餘座，
穿越了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頑強意志
征服了人類生存極限。
「紅軍將士上演了世界軍事史上威武雄壯的戰爭活

劇，創造了氣吞山河的人間奇跡。」習近平評價道。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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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報紙「第一時間」報道紅軍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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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2日，紅軍三大
主力完成會師，宣告長征勝利結
束，這一天，被定為紅軍長征勝
利紀念日。南京市地方誌辦公室

研究人員發現，1936年10月23日，紅軍長征
勝利次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刊登的報道裡
第一時間介紹了紅軍勝利會師的消息。
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宣告了國民黨軍

隊圍追堵截紅軍長征的徹底失敗。南京市地
方誌辦公室收集了當時在南京出版的國民黨
《中央日報》的全套影印件，該報將中央紅
軍誣稱為「彭毛股匪」，「彭毛」分別指毛
澤東、彭德懷；將此前從四川北上向中央紅
軍靠攏的紅二、四方面軍誣稱為「朱徐蕭賀
股匪」，「朱徐蕭賀」分別指朱德、徐向

前、蕭克、賀龍。
研究人員發現，對於10月22日長征勝利會

師，國民黨方面進行了「最及時」的報道。
《中央日報》一篇題為《隴南殘匪已失立足
地》的新聞報道，雖然通篇充滿了自我吹
噓，但仍如實記錄了從四川北上的紅軍先後
攻克「通渭、會寧、馬營、華家嶺、界石
鋪、太平店一帶」，切斷西（寧）蘭（州）
公路，最終「朱徐蕭賀」經過長途行軍「入
隴南」之後，「彭毛」同時也成功「突破封
鎖線」，向西南方向「與之會合」了。這篇
報道裡還提到紅軍主力會師地域是位於「通
渭、會寧、界石鋪、馬營一帶地區」，記錄
下著名的紅軍「會寧會師」。

■新華社

長征「二萬五千里」具事實依據
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里」的

里程不是在地圖上測量出來
的，更不是憑空編造的數據，
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實依據。

「二萬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紅軍的行程。
1935年10月19日，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到
達陝北吳起鎮，長征勝利結束。當天，時任
直屬隊黨總支書記的蕭鋒在日記裡寫道，毛
澤東對他講，紅軍長征「根據紅1軍團團部匯
總，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里」。此後，中共
中央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
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
言》等正式文件中，開始使用「二萬五千
里」長征的提法。

從蕭鋒的日記中可以看出，這個數字是
「根據紅1軍團團部匯總」得出的。但是，由

於戰爭年代的特殊原因，當時的大部分匯總
材料未能完整保存下來。現在所能查到的關
於紅軍長征行程的記錄，主要來自中央紅軍
紅1軍團直屬隊長征行程表及親歷長征的陳伯
鈞、童小鵬、蕭鋒等人的長征日記。儘管這
些材料是片段的，統計也不完全，但根據紅1
軍團直屬隊長征行程表就可以確定：紅1軍團
直屬隊至少走了1.8萬里。

此外，在計算紅軍長征行程時，有幾個重
要因素不容忽視。一是長征途中，紅軍打的
是運動戰，頻繁迂迴穿插、重複走路。二是
紅軍在行軍作戰中，還要籌款、做群眾工作
等，這些都需要走路。三是在長征中，特別
是長征初期，紅軍由於缺少地圖，走錯路的
事經常發生。以上諸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增
加了紅軍長征的行程。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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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大
會現場。

新華社

■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出席大會。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