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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三大优良作风”是如何形成的？

党史上谁最早提“中华民族复兴”

� � � �

在中共党史上， 李大钊可
能是最早讲“中华民族复兴”概
念的人之一。 他当年用的原话
是“中华民族之复活”。 “复活”

与“复兴”，用词不同，但意思并
无太大差别。

1990

年
4

月，邓小
平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中
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

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 ”“我们
要利用机遇， 把中国发展起

来。 ”“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
望的。 ”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是党的十
五大以后， 人类历史进入千年
之交、 世纪之交的过程中提出
来的。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

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紧紧
抓住这一伟大历史任务， 并使
之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
音。

当党的十七大把“民主法

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确认
为“公民意识”，十八大把“民
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等确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之
后， 人们不能不深切地体认
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所包含的全新
境界了。

（据新华网）

� � � � 1943

年
3

月，周恩来结合整风学习，写下了《我的修养
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
原则上坚决的斗争”，“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
帮助他们”。这份《我的修养要则》手稿，是见证周恩来进行
优良作风修养的稀见文献。

党的作风直接关系着党的形象和人心的向背。我们党
自成立以来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其中广为熟知
的是

1945

年党的七大提出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
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三大
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三大优良作风”的逐步形成
我们党创立初期， 就明确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全中国人民的利

益而奋斗。大革命时期，逐步认识到革命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如，

毛泽东从
1925

年至
1926

年间， 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初
步阐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和革命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初步形
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1929

年
9

月，周恩
来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强调，红军筹款、没收地主财产等工作一
定要经过群众路线。 同年

12

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指
出，红军的任务，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
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的任务。

1930

年
5

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
的“左”倾教条主义，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评了离开实际调
查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
了解中国情况”。 在反“围剿”斗争中，我们党更加认识到依靠群众
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

1934

年
1

月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
法》一文中明确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关
心群众生活，是什么任务也不能完成的。 ”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一步强调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坚持群
众路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深刻阐述了理
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性，为最终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奠
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42

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 毛泽东在此期间发表了《改造我
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讲话，通过反对主观
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
风。 延安整风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得到极大的普及
和推广。

1943

年
6

月，毛泽东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科
学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三大优良作风”的正式提出
� � � �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上， 毛泽
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
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
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
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
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
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
自我批评的作风。 ”刘少奇在《关于修
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群众路
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其基本精神
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扩大
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

和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也
指出：我们党从六大到现在，之所以
能够经历国内外重大事变和考验，成
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强大的共产
党，是从永远保持密切联系群众中锻
炼出来的，是从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
中锻炼出来的。

党的七大第一次正式把“理论联
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
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
作风”提出来。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

后的一段时间里，“三大优良作风”得
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1949

年
3

月，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
务必”的重要思想，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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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要
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武器， 去掉不良作风，保
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
务的到来。

“三大优良作风”提出的必要性
� � � �

“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和形成，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们党
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下诞生
和发展起来的， 在无产阶级人数很
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
条件下，一开始就肩负着民族民主革
命的双重使命，任重道远。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
来看，我们党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
经验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党的发展壮大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的结果。 这期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
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也经历了严
重的挫折。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分别犯了右倾
机会主义和“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我
们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
误。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又提
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
任务。

1941

年至
1944

年间，我们党
结合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进行深入
讨论和研究。 为彻底克服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官僚主
义作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
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纷纷制定深入
社会和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计划。如
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建立了调查研
究机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陕

甘宁边区政府到富县、甘泉等地进行
调查研究。 通过实地调研，各级领导
干部写出了一批具有较高价值的理
论联系实际的调查报告，使一切从实
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全党
扎下了根。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
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有利
于统一思想、团结同志。 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
时，提倡“批评”，但没有提倡“自我批
评”， 批评成为攻击个人和“残酷斗
争”的代名词。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
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党内“左”倾组
织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也被全党所
认识。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形势，

需要解决一些新问题，特别是整风
运动， 需要有正确处理党内外问
题的方式方法。 在新形势下，党中
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
在全党培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在
1941

年
7

月颁布的《关于增强党
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
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
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 ”

1942

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采取
了以自我教育为主的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方式，达到了统一思想、团结同

志的目的。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广大人
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从建党伊
始就决定了和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

是否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决
定了我们党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党的
七大召开前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实
际上也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参加
整风运动的群众之多，发动之彻底都
是空前的。 整风运动中，从党的领导
班子整风计划的制定，到每一个阶段
运动的部署，都贯彻了群众路线。 全
党上下结合，深入群众蹲点进行调查
研究，总结出一套紧密联系群众的工
作方法。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
总结，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著名论断。

在我们党的长期革命实践过程
中，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系统形
成的党的优良作风， 在党的七大上
得到了全面的理论升华， 被毛泽
东同志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
批评”三大优良作风。 三大优良作风
是党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培育起
来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起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

据新华网
)

党史上谁最早提“中华民族复兴”

� � � �

在中共党史上， 李大钊可
能是最早讲“中华民族复兴”概
念的人之一。 他当年用的原话
是“中华民族之复活”。 “复活”

与“复兴”，用词不同，但意思并
无太大差别。

1990

年
4

月，邓小
平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中
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

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 ”“我们
要利用机遇， 把中国发展起

来。 ”“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
望的。 ”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是党的十
五大以后， 人类历史进入千年
之交、 世纪之交的过程中提出
来的。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

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紧紧
抓住这一伟大历史任务， 并使
之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
音。

当党的十七大把“民主法

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确认
为“公民意识”，十八大把“民
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等确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之
后， 人们不能不深切地体认
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所包含的全新
境界了。

（据新华网）

“三大优良作风”的正式提出
� � � �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上， 毛泽
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
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
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
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
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
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
自我批评的作风。 ”刘少奇在《关于修
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群众路
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其基本精神
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扩大
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

和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也
指出：我们党从六大到现在，之所以
能够经历国内外重大事变和考验，成
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强大的共产
党，是从永远保持密切联系群众中锻
炼出来的，是从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
中锻炼出来的。

党的七大第一次正式把“理论联
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
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
作风”提出来。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

后的一段时间里，“三大优良作风”得
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1949

年
3

月，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
务必”的重要思想，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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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要
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武器， 去掉不良作风，保
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
务的到来。

“三大优良作风”提出的必要性
� � � �

“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和形成，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们党
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下诞生
和发展起来的， 在无产阶级人数很
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
条件下，一开始就肩负着民族民主革
命的双重使命，任重道远。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
来看，我们党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
经验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党的发展壮大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的结果。 这期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
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也经历了严
重的挫折。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分别犯了右倾
机会主义和“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我
们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
误。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又提
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
任务。

1941

年至
1944

年间，我们党
结合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进行深入
讨论和研究。 为彻底克服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官僚主
义作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
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纷纷制定深入
社会和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计划。如
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建立了调查研
究机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陕

甘宁边区政府到富县、甘泉等地进行
调查研究。 通过实地调研，各级领导
干部写出了一批具有较高价值的理
论联系实际的调查报告，使一切从实
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全党
扎下了根。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
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有利
于统一思想、团结同志。 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
时，提倡“批评”，但没有提倡“自我批
评”， 批评成为攻击个人和“残酷斗
争”的代名词。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
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党内“左”倾组
织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也被全党所
认识。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形势，

需要解决一些新问题，特别是整风
运动， 需要有正确处理党内外问
题的方式方法。 在新形势下，党中
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
在全党培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在
1941

年
7

月颁布的《关于增强党
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
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
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 ”

1942

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采取
了以自我教育为主的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方式，达到了统一思想、团结同

志的目的。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广大人
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从建党伊
始就决定了和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

是否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决
定了我们党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党的
七大召开前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实
际上也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参加
整风运动的群众之多，发动之彻底都
是空前的。 整风运动中，从党的领导
班子整风计划的制定，到每一个阶段
运动的部署，都贯彻了群众路线。 全
党上下结合，深入群众蹲点进行调查
研究，总结出一套紧密联系群众的工
作方法。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
总结，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著名论断。

在我们党的长期革命实践过程
中，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系统形
成的党的优良作风， 在党的七大上
得到了全面的理论升华， 被毛泽
东同志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
批评”三大优良作风。 三大优良作风
是党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培育起
来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起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

据新华网
)

党史上谁最早提“中华民族复兴”

� � � �

在中共党史上， 李大钊可
能是最早讲“中华民族复兴”概
念的人之一。 他当年用的原话
是“中华民族之复活”。 “复活”

与“复兴”，用词不同，但意思并
无太大差别。

1990

年
4

月，邓小
平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中
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

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 ”“我们
要利用机遇， 把中国发展起

来。 ”“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
望的。 ”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是党的十
五大以后， 人类历史进入千年
之交、 世纪之交的过程中提出
来的。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

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紧紧
抓住这一伟大历史任务， 并使
之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
音。

当党的十七大把“民主法

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确认
为“公民意识”，十八大把“民
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等确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之
后， 人们不能不深切地体认
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所包含的全新
境界了。

（据新华网）

“三大优良作风”的正式提出
� � � �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上， 毛泽
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
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
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
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
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
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
自我批评的作风。 ”刘少奇在《关于修
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群众路
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其基本精神
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扩大
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

和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也
指出：我们党从六大到现在，之所以
能够经历国内外重大事变和考验，成
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强大的共产
党，是从永远保持密切联系群众中锻
炼出来的，是从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
中锻炼出来的。

党的七大第一次正式把“理论联
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
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
作风”提出来。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

后的一段时间里，“三大优良作风”得
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1949

年
3

月，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
务必”的重要思想，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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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要
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武器， 去掉不良作风，保
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
务的到来。

“三大优良作风”提出的必要性
� � � �

“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和形成，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们党
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下诞生
和发展起来的， 在无产阶级人数很
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
条件下，一开始就肩负着民族民主革
命的双重使命，任重道远。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
来看，我们党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
经验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党的发展壮大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的结果。 这期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
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也经历了严
重的挫折。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分别犯了右倾
机会主义和“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我
们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
误。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又提
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
任务。

1941

年至
1944

年间，我们党
结合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进行深入
讨论和研究。 为彻底克服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官僚主
义作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
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纷纷制定深入
社会和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计划。如
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建立了调查研
究机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陕

甘宁边区政府到富县、甘泉等地进行
调查研究。 通过实地调研，各级领导
干部写出了一批具有较高价值的理
论联系实际的调查报告，使一切从实
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全党
扎下了根。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
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有利
于统一思想、团结同志。 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
时，提倡“批评”，但没有提倡“自我批
评”， 批评成为攻击个人和“残酷斗
争”的代名词。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
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党内“左”倾组
织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也被全党所
认识。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形势，

需要解决一些新问题，特别是整风
运动， 需要有正确处理党内外问
题的方式方法。 在新形势下，党中
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
在全党培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在
1941

年
7

月颁布的《关于增强党
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
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
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 ”

1942

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采取
了以自我教育为主的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方式，达到了统一思想、团结同

志的目的。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广大人
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从建党伊
始就决定了和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

是否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决
定了我们党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党的
七大召开前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实
际上也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参加
整风运动的群众之多，发动之彻底都
是空前的。 整风运动中，从党的领导
班子整风计划的制定，到每一个阶段
运动的部署，都贯彻了群众路线。 全
党上下结合，深入群众蹲点进行调查
研究，总结出一套紧密联系群众的工
作方法。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
总结，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著名论断。

在我们党的长期革命实践过程
中，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系统形
成的党的优良作风， 在党的七大上
得到了全面的理论升华， 被毛泽
东同志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
批评”三大优良作风。 三大优良作风
是党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培育起
来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起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

据新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