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4月29日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

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
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口号是长期
抗战。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
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
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
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精神总动
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
——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对抗日本帝
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同时也有消
极意义的方面——可能被坏蛋利用
为压制革命势力。我们的任务，是发
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
极方面，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
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
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
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1956年4月29日
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几个国

家共产党的代表时，强调要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谈到团结改造民
族资产阶级时，他指出：争取中间势
力很重要。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
但对他们的坏的一面作斗争，而且还
给他们利益，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
给他们选举权。这样，他们才能拥护
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谈到与其他
阶级阶层的联盟时，他指出：无产阶
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
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
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用这种办法，可
以把敌人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
与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对我们来说，
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为了
这个革命目的，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力量。在国际上也一
样。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就有必要
调动一切国际力量。最后，他强调指
出：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参考。各国
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
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
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
国际经验。成功的经验在一国是成
功的，但在另一国如果一模一样，不
改变形式，反而会导向失败。这篇谈
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80年4月29日
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台制片

主任鲍利等的电视采访时，谈到中国
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对外政策指出：中
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完全
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
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
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
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
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
不可能的。但是，自己关起门来建设
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
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
术，来加速发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
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
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同其他国家之
间关系的准则。一个国家的人民革
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
量。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
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
的实际情况。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
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
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
自己的方针、政策。

1983年4月29日
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

主义）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率领的印
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
时提出，各国共产党应根据各自的国
情确定革命道路。他指出：一个国家
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
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
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
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
自居。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
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
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
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
准。他谈到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
后的任务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
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
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
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
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
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
的范畴。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建设
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
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01年4月29日 江泽民在庆
祝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大会上讲

话。指出：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
强大生力军。要继续提高高等教育
的质量，加快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努力在全国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应该
坚持正确的办学思想，注重形成优秀
的办学传统，形成鲜明的办学风格，
发展优势学科，努力建设一支高素
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为国家和民
族的兴旺发达作出贡献。一流大学
应该站在国际学术的最前沿，紧密结
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依托多学
科的交叉优势，努力进行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特别要抓好科
技的源头创新，并推动科技成果加速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流大学应该
成为继承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
场所和交流借鉴世界进步文化的重要
窗口，成为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的
重要摇篮，努力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
理论、新思想，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
的发展。一流大学应该成为培养人才
的重要基地，不断为祖国为人民培养
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
发展的人才。中国要实现繁荣富强，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
要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必须培养和
造就千千万万的人才。

2008年4月29日
胡锦涛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

席连战和夫人及随行的访问团成员
时，提出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十六字方针。他指出：两岸双
方应当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
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切实为两岸
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开
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2016年4月29日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带一
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
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
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我们必须以更
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
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
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
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唤起
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古代丝绸
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
之路。在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友

好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
征的丝绸之路精神。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
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
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
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
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
内涵。

他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要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
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经贸
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对外开放和
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务实推进和舆
论引导的关系，国家总体目标和地方
具体目标的关系。
他指出，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
和推动者，但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我
们一家的事。“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
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
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
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
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
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要坚持
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
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统筹我
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
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
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我国企业
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
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
担更多社会责任。

他指出，人文交流合作也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真正要建
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
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
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民心相通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要坚持经济
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
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
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
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
下广泛社会基础。要加强同沿线国
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努力打造利益

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共
同营造良好环境。要重视和做好舆
论引导工作，通过各种方式，讲好“一
带一路”故事，传播好“一带一路”声
音，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舆论
环境。

1954年
4月29日 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印

度政府代表团发表谈判公报，宣布双
方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协商，
签订了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
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此后，
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
间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中印两国
总理联合声明》，申明上述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原则，认为这
些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印两国之间的
关系，而且也适用于一般的国际关系
问题。次日，他在访问缅甸时，同缅
甸联邦总理吴努发表《中缅两国总理
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
的原则。

2005年
4月2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

涛在北京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
行正式会谈。会后双方共同发布《两
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是60年来
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

2020年
4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完善常态
化疫情防控举措，研究确定支持湖北
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习近
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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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的周末，精心把家收拾
得整洁有序，然后坐在窗前尽兴
地阅读，不疾不徐。窗外，阳光
明媚，杏花芳菲。屋内，温和的
阳光斜照进来，窗角五颜六色的
迎春花儿兀自芬芳。

这个时候，恰好读到蔡崇达
的《皮囊》一书，它的文字没有华
丽的语言刻意地装饰什么，就像
一个老朋友在娓娓说道过往的
事：倔强残疾的父亲、对生活勇
敢而又无助的母亲……一个个
个性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读
着读着，我也常常陷入其中，深
思和回味自己成长的点滴，让
我感到勤奋努力工作的过程是
美妙的，因为它可以锻炼我的
心志，增长知识，铸就优秀的人

格；陪伴父母的时光是美妙的，
因为可以给他们带来心灵的慰
藉；读本好书的享受是美妙的，
因为它可以使我们视野开阔情
趣高雅，浸润我们的生命。就像
皮囊中作者说的那样，我们要怎
么享受生活，而不是如何让虚妄
的梦想膨胀自己，既然人生是个
旅途，就要学会享受欣赏风景的
乐趣。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这是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
二韵》中的经典名句。如果你读
书超过了万卷，那么在你下笔写
文章的时候，仿佛就有神人在相
助你一般，这是一种知识的积累
和沉淀。在我看来，阅读的力量
是一种生活的厚积薄发，即使是

简单的阅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后，也会给我们更多的经验和感
悟。正如董卿所说：读书的

“用”，不在眼前，不在当下，而是
像雨露甘霖滋润万物之后，万物
所呈现的那种清新、新鲜、水灵
时的生机勃勃，是看不见和摸不
着的。

有一句话说的是:要么读
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
一个在路上。读书的乐趣就像
旅行一样，见到不一样的风景，
遇到不一样的人，生命中充满了
惊喜和欢乐。

书籍默不作声，带着神秘的
笑容等待着我们。读书求学不
宜懒，天地日月比人忙。趁着春
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与阅
读同行，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
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
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的要求，
与书香为伴，使一切有益的知识
入脑入心，在曼妙的文字中让内
心丰富而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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