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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

党史回眸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2021年3月27日

画视界画视界
孔庙又称“阙里至圣庙”，位于山

东省曲阜市中心鼓楼西侧，是祭祀中
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祠
庙。与孔府、孔林合称“三孔”。

孔庙以孔子故居为庙，岁时奉祀。始建于鲁哀公十七
年、孔子逝世的第二年。西汉以来，历代帝王不断给孔子加
封谥号，孔庙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现存
的建筑群大部分是明、清两代完成的。孔庙平面呈长方形，
共有九进院落，占地14万平方米 ，南北长0.7公里 。全庙共
有五殿、一祠、一阁、一坛、两堂、十七碑亭、五十三门坊，共计
有殿庑四百六十六间，分别建于金、元、明、清及民国时期。
四周围以红墙，四角配以角楼，是仿北京故宫样式修建的。
孔庙内最为著名的建筑有：棂星门、二门、奎文阁、杏坛、大成
殿、寝殿、圣迹堂、诗礼堂等。

曲阜孔庙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孤
例”，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列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
与南京夫子庙、北京孔庙和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

孔 庙
图／文图／文 边边 震震

1932年3月27日、28日
毛 泽 东 在 瑞 金 出 席 中

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会
上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
展，攻打龙岩，打开局面 。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
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由毛泽
东 率 领 向 东 南 方 向 发 展 。
会后，毛泽东赶到福建长汀，
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
征动员。讲话指出：我们的
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
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
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
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
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
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
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
然会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
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
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
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
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
方向。我们打到外线去，打
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
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
物资补给。

1979年3月27日
邓 小 平 就 准 备 在 党 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稿同中央有关负责人谈话
时针对党内、社会上出现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指出：
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
持 党 的 领 导 ，坚 持 马 列 主
义 、毛 泽 东 思 想 的 基 本 原
理，现在该讲了。到底是社
会主义公有制好，还是资本
主义私有制好？只要我们
的工作搞得好，按经济规律
搞建设，肯定社会主义公有
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好，社
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还
指出：民主和法制问题，要
展开讲。要讲民主与集中

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
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
关系。要发扬民主，充分发
挥人民的智慧，调动人民的
积极性。但是，没有民主基
础上的高度集中，就不能做
到这些。讲党的领导，强调
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

1987年3月27日
邓 小 平 会 见 喀 麦 隆 总

统、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全
国主席比亚时，谈到评价一
个国家政策正确与否的标
准问题。他指出：我们评价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
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
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
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
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
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
否得到持续发展。不要光
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
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
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
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
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
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
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
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
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
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
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
的发展目标。

他谈到农民、农村、农
业问题指出：我国百分之八
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
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
来。八年前我们提出农村
搞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是很
成功的。农民积极
性提高，农产品大幅
度增加，大量农业劳
动力转到新兴的城
镇和新兴的中小企
业。这恐怕是必由
之路。总不能老把
农民束缚在小块土
地上，那样有什么希

望？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
《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
体制》为题，收入《邓小平文
选》第三卷。

1942年
3 月 27 日 中共中央书

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中
央 学 习 组 新 的 学 习 计 划 。
会议决定通读《六大以来》
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
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
中国革命史，原白区工作研
究并入党史研究，首先请毛
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
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本
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
学习，然后再进行各种专门
业务的精研。

1985年
3 月 27 日 至 4 月 10 日

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
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
了有关工作报告；批准中英
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
联合声明，决定成立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
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决定授权国务院
对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
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必要时
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
条例，颁布实施，并报全国
人大常委会备案。

2003年
3 月 27 日 国务院发出

《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
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新华社深圳电（记者印 朋）衣锦未还乡，书香是
吾乡。春节期间，就地留在深圳过年的工作者，在城市
书房这种新形式文化地标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
家园。

大年初一，李秋华照例像每个节假日一样，来到南
山书房阅读。作为怀孕8个月的准妈妈，李秋华响应

“就地过年”号召，与爱人一起选择留深过年。
“阅读已经成为我和爱人的生活方式。南山书房

就在我们公司附近，虽然过年了，但我们并不想改变这
一习惯。”李秋华说。

书房电子管理系统显示，从除夕到大年初四，南山
书房预约读者从47人增长至156人。春节期间在此
值班服务的南山区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吴志伟说，读者
的平均阅读时间近3小时。“到南山书房看书的读者，
的确做到了沉浸阅读，而不是打卡拍照走人。”

南山书房位于寸土寸金的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
产业园，由南山区图书馆负责管理，周边云集大型互联
网科技公司、软件公司和科研机构。南山区图书馆馆
长杨熔说，南山书房开设于核心地段的写字楼一层，目
的在于打通都市阅读的“最后一公里”，为上班族等潜
在阅读人群提供“十分钟文化圈”。

位于深圳市东部的坪山区，客家文化资源和山川
自然资源丰富，近年来因地制宜推出“坪山城市书房”
等文化IP项目，分布在坪山全区的9家城市书房各有
特色且主题鲜明。

有的坪山城市书房选址在“活化”后古建古迹中，
主打客家历史、人文社科等阅读主题；有的书房选址在
群山环绕风景优美的半山村落，主推动植物科普类书
籍，受到亲子阅读群体的欢迎。

留深过年的李军一家三口，从大年初二开始，全程
参加了坪山金龟自然书房的每一个阅读活动。从室内
亲子阅读到户外自然教育步道体验，李军一家三口不
亦乐乎。“即便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我们家一定要用最
快速度回到书房参加活动。”李军说。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五湖四海的留深工作
者，在城市书房的阅读体验中，参与到深圳文化建构
的历史进程。”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发展办公室主任韩
望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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