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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6 月 10 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时指
出：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
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
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
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
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

1939 年 6 月 10 日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

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
告。报告分析目前形势的特
点、抗战的前途，提出当前的任
务，指出：目前国民党投降的可
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
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
骤。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
因素造成的：日本的诱降政策，
国际的压力和中国地主资产阶
级的动摇。三种原因中以中国
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
因。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
战的两种可能性，无论是哪一
种可能性，中国革命都是长期
的曲折的。国民党继续同共产
党合作，这种情况是我们希望
的，仍要力争之。抗战的前途，
不外好坏二途。我们力争好的
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们
也有办法。我们要从坏的可能
性作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
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
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各种
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

变。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
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
义。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
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
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
北、山东，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
所进行的摩擦，是必须给以坚
决抵抗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
卫立场上，绝不能过此限度。
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
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

“磨而不裂”。这篇报告提纲和
六月十三日在这次会议上的结
论提纲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

1947 年 6 月 10 日
朱德在冀中军区干部会议

上讲话。讲话指出：歼灭战思
想是红军传统的战略思想，我
们经常是用歼灭敌人来壮大自
己。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时，要
注意：（一）集中兵力，主动作
战。主动就是让敌将就我，而
我不将就它。我能调动敌人，
不受敌人调动。（二）打敌之侧
背，包围消灭敌人。打侧背须
要胆大。要练出欲打敌人跑不
了，欲退敌人追不上的本领。
要发扬迅速、秘密、坚决的老传
统。（三）利用有利地形，把敌人
引进去消灭掉。此外，打歼灭
战还有组织战场宣传喊话，要
在政治上压倒敌人，瓦解其抵
抗。关于建军方法，我们要学
会依照自己的情况去带兵、养
兵、练兵、用兵。有什么武器打
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
遇到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学通

与行通了这三条，就学好了用
兵。这篇讲话节编收入《朱德
选集》。

1978 年 6 月 10 日
邓小平在同卢旺达总统哈

比亚利马纳会谈时说：我们力
量有限，要在国际上尽我们应
尽的责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
的责任，还存在一些困难。但
是，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
主义国家，是不会只顾自己
的。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
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
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
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
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我
们相信，经过一段努力，我们
自己发展后，可以更多地尽到
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支
持不结盟运动。我们认为不结
盟运动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没有矛盾。

2018 年 6 月 10 日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

行。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
话，他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始终
保持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
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性地
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
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
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民主化已
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安
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合作共赢
是大势所趋，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
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提
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
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
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观，破解时代难题，化
解风险挑战。 他强调，“上海
精神”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上海
合作组织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我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
下，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
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
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

1952 年
6月 10日 毛泽东为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1954年1月8日，中共中
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
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
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指出：

“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

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

1958 年
6月 10日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
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指
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
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组组
长如下：财经小组为陈云，政法
小组为彭真，外事小组为陈毅，
科学小组为聂荣臻，文教小组
为陆定一。

2003 年
6月 10日 由中央宣传部

组织编写的《“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纲
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
阶段和发展战略、改革开放、
根本任务、根本目的等方面，
及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和军
队、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外交
和国际战略、党的建设等各个
领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进行了阐发。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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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

党史回眸

世界上美丽的东西千千万万，却
没有一样比年轻更为美丽；世界上珍
贵的东西数也数不清，却没有一样比
青春更为宝贵。青春的我们是多么
值得骄傲，多么让人羡慕啊！而我
们若只是挥霍光阴，只是享受，不去
奋斗拼搏，那我们真的算拥有青春
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只有奋发
图强，努力耕耘才能做到无愧于青
春，无愧于人生，才能拥有一个充实
而完美的青春。

奋斗的青春是完美的风景，正是
那千万颗在青春中奋斗的心以及那
千万双奋斗的手，装扮着最完美最
美丽最珍贵的人生季节——青春。
将青春变成人生最完美生活的出发
点。“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
气，挥斥方遒。”昭示着一代伟人奋
斗的青春。他们的青春因充满奋斗
和活力而洋溢着完美，而今，青春正
在我们手中，我们不能让青春在手
中白白流逝，我们不能在叹息声中
虚度光阴，我们不能在叹息声中了
结生命，那么就让我们在青春时节
奋发吧！让青春之花永远绽放在我
们心中，让青春书写出有声有色的人
生画卷。

青春在奋斗中展现美丽，青春的
美丽施展在此刻的奋斗拼搏之中，就
像雄鹰的美丽施展在搏风击雨中，如
苍天之魂的翱翔中。拥有青春的我
们，何不以勇锐盖过怯懦，以进取压
倒苟安，扬起奋斗的帆吧！在波涛汹
涌的大海中不断前行，展示我们这一
代人青春的壮美与力量，让我们就像
雄鹰一样搏击长空吧！让青春之歌
唱出昂扬的旋律，让我们的青春发出
耀眼的光芒。

奋斗抒写无悔青春，在漫漫人
生道路上，青春虽然只是一小段，但
当你白发苍苍回首时，你会发现以
往拥有的青春依然会在记忆中闪烁
着动人的光彩。青春无悔该是我们
每个人的追求，我们只有把握好青
春的每一天，在激流中勇进，不断拼
搏，我们才能够骄傲地说：“我的青
春是无悔的！”

雷锋说：“青春啊，永远是完美
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那些永远
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
永远谦虚的人！”所以唯有奋斗，为自
我的梦想不断前行，朝着我们的目标
不断迈进，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真正而
又无悔的青春。

奋斗书写无悔青春
文│岳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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