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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对百年间砸烂制度枷锁、冲破盆
地束缚、拼出美好生活的四川来说，
煌煌党史的深刻启示，可以一 言蔽
之——铁心跟党走。

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
拉夫客人时谈过一则轶事：并不是所
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
改，一个是四川省，一个是安徽省，

“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
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回
望百年，党一声令下，四川的党员、党
组织和四川人民，义无反顾、冲锋在
前的画面清晰如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少四川人
扛着杂牌步枪跟着党南昌起义，打响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解放
战争时期，作为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
的省级领导机关，四川省委带领群众
迎着机枪口走上街头谴责国民党暴
行，领导全川人民建立起反对国民党
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筑牢长江
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逾 10 万四川森
工响应党的号召，放下举了半辈子的
伐木斧头；新时代，四川的党员干部
带头扎进大凉山、扎进乌蒙山区，去
最贫困的地方、干最艰巨的任务，和
乡亲们齐心协力啃下最硬的“骨头”，
兑现党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不犹豫迟疑、不争论观望，四川
的党员、党组织和四川人民铁心跟着
党，跨沟坎、涉险滩，历经艰难曲折、付
出巨大牺牲，百折不挠、越战越勇，从
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是1921
到2021四川这100年求索奋进最硬核
的脉络。这是1921到2021党这100年
团结人民改造世界最动人的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走过的
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
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
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
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
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
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打开百年党史，我们不仅要看清
楚“是什么”，更要弄明白“为什么”。
在茫茫黑夜中，为什么选择跟党走？
在曲折道路上，为什么铁心跟党走？
在浩荡潮流里，为什么笃定跟党走？
回答好这些问题，方能在新的征程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破敢立、敢闯
敢试，跟着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越走越宽广。

二
现在已很难想象百年前四川的

境况。上个世纪初，欧洲地质学家阿
诺德·海姆长途跋涉来到四川，用相
机记录下这个当时中国最黑暗、最混
乱、人民受压迫受剥削最严重的省份
之一：政治上统治残酷，妇女社会地
位低下；经济上横征暴敛，一年预征
数年乃至十年田赋的苛政遍及全省；
军事上军阀混战，平均每月爆发两次
战争，即便省会成都也随时可能变成
子弹横飞、尸横遍地的战场。

于焦急彷徨中，无数仁人志士艰
难探索，寻找救民于水火的出路，但

都抱憾而终，直到马克思主义洞开一
个全新的世界。在马克思之前，纷然
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都是为统治
阶级剥削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用
如椽之笔第一次描绘了一个没有压
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
理想社会，耀眼的光辉让刚刚醒来的
东方雄狮再也坐不住了。

共产主义理想仿佛黑暗中的灯
塔，1921 年 7 月，一个以此为奋斗目
标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
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
主心骨。1926 年 2 月底，四川最早的
省级党组织建立，全川革命事业有了
领导力量。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
就永远不会熄灭。百年间，无数四川
人在崇高理想的召唤下，跟着党赴汤
蹈火。新中国成立前，四川省级党组
织14位早期主要领导人中，就有8位
壮烈牺牲，更多的共产党人矢志不
移，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

映照在一代又一代义无反顾跟
党走的人们脸庞上的，不仅有理想之
光，还有真理之光。

真理，只有真理，才能照亮通往
理想的道路。在马克思提出科学社会
主义之前，人类建立理想社会的想法
早已有之。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怀着悲
天悯人的情感，有很多美好的设想，
但由于没有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没找
到实现理想的有效途径，也就只能停
留于“空想”。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出
现，其创建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
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
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
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
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
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不可将“马氏的学说”就“那样整
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尽
管革命先驱李大钊早有预见，但年轻
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被重重一击，简单
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
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
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一
度遭遇严重挫折。没有谁会想到，出
自 1000 多年前《汉书》中的四个字
——实事求是，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

“矢”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
“的”辩证关系最精彩的注解。中国共
产党用实事求是接过真理的火把，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
大众化，找到了解决中国前进道路上
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的具体办法。

一个精彩的案例是，1980年，四
川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的牌子被摘
下，取而代之的是“向阳乡人民政
府”。没有谁会想到，这个带着露珠的
新鲜经验，会牵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巨
浪，改变亿万中国农民的命运，由此
推进的理论探索会让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理想与真理就在那里，四川没有
理由不义无反顾飞奔而去。

三
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四川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观点认
为，其源于本地有廉价土地和劳动力，
又恰逢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
历史契机，两相结合使四川得以参与全
球产业分工，从而激发出巨大的市场活
力，驱动四川实现超常规跨越发展。

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放眼全球，
同时期拥有廉价生产要素、实行开放
型经济体制的地区不少，但极少能实
现这样的跨越发展。四川为什么能取

得成功？不少经济学家在给四川把脉
时，都不约而同提到一个观点，四川对
各个历史时期即将到来的重大机遇似
乎有敏锐的准确的预见，进而为牢牢
抓住机遇做好了各种相应的“准备”。
否则以新中国成立之初贫瘠的家底、
封闭的环境、奇缺的人才，四川很难充
分分享改革开放，以及其后一次次科
技革命产业革命的红利，也不可能跳
出盆地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起飞翱翔。

事实上，四川的“准备”全面、超
前且持续。被李白打上“蜀道难”标签
的交通值得细说。1950年四川刚获解
放，3万多人民解放军即投入新中国
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修建中。
此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交通建设
也一直绵延不停，迄今已建成逾8000
公里铁路、逾30万公里公路，“四江六
港”内河水运体系逐渐打通，航道总里
程已超1万公里。几天前，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正式通航，成都成为中国大陆
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外界
评价认为，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加速构建的关键时期，天府机场精
准踏着鼓点而来。10多年前的“准备”
和锲而不舍的推进，稳、准、狠。

再看看产业。1956年，中国共产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
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专门论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
关系”，在此思想指导下，一大批重大
项目落户四川。此后，不断开花结果、
发展壮大。到今天，四川已成为现代工
业体系最为完备的省份之一。最近，赛
迪顾问发布白皮书显示，成都在中国
新型显示产业版图中已跃居第四，有
专家用“异军突起”来形容四川和成都
的突破。但如果放在更长的历史中来
看，结论可能不一样：从“一五”时期的
萌芽开始，数十年间电子信息产业生
态不断完善，新型显示产业的“生长”
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水到渠成。

这些“准备”当然是四川的准备，
但得以实现的逻辑在于：一是巨量资
源的集中投入。只有党中央才能如此
有力有效地动员、组织和整合资源力
量，协调各方关系，防止相互掣肘、内
耗低效，集中力量在四川办这些大事；
二是能在一个较长的“准备期”中，始
终朝着正确的战略方向持续发力。同
样也只有党中央的指挥棒，才能让四
川始终保持规划和决策的持续性、稳
定性，一张蓝图绘到底。换句话说，这
些“准备”也不完全是四川的准备，上
述逻辑实现的过程，也是四川坚决扛
起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托付的重大使
命的过程。从“大三线”建设到西部大
开发，从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到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从天府新区建设到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不讲条件、不打折
扣，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重要任务，
而后又被赋予更重要的任务。如此循
环往复，从而一步步跨越发展的“瓶
颈”、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

党在 960 万平方公里这个大棋
局上，每一次落子，都是一次牵一发
动全身的战略布局。我们相信，只要
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
展的潮流中发展。

四
和“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发展

为了谁”。
在四川漫长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

里，问题答案都指向极少数人。直至解
放前，四川70%以上农户仍生活在极不
合理的土地租佃制度下，“（大地主）坐
拥阡陌，食租依税自有余饶”“佃农则
终岁血汗，供田主租石外，不足养其父

母妻子者多。”荣枯咫尺异，竟至于此。
这有经济原因，更有政治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
格利茨认为，繁荣没有得到分享，经
济增长没有触及到公民的多数，是政
治体系的一种失败。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
条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道
路。这条路是由党的追求所必然决定
——凡是政党必有其追求，但不同政
党追求不同。不少政党是为小集团争
权夺利，但中国共产党只为中国最广
大人民谋利益。从一诞生开始，中国共
产党就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
百年间，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
党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
侵略者，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党领
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
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党领导人民
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无不是在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
无不是在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努力。

什么是幸福？百年间，在党的带
领下，不同时代的四川人民朝着那个
时代的幸福美好生活阔步前进——

幸福可能是一块地，就是实现千
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党的队
伍走到哪儿，就在哪儿进行土地革命，
四川逾3600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因此
获得土地、房屋、耕牛，摆脱了千百年
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幸福可能是
一张选票，党带领人民创造性地建立
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召开的
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678
名人大代表，神圣地投出手中的选票，
人民翻身做主掌握起了自己的命运。
幸福可能是一种感觉，1964年，我国
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坐落在四川
大山深处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厥
功至伟，人们挺直了腰杆，意气风发。
幸福可能是一种味道，1984年，四川
粮食年总产量突破400亿公斤，长期
困扰四川农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
解决，此后，粮食持续增产，花色品种
丰富的肉类、蔬果消费量不断攀升，人
们的追求从“吃饱”到了“吃好”。

对百年来接续奋斗的共产党人
来说，幸福更可能是一串沿着时间奔
跑的数字：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
从“百元台阶”迈上“千元台阶”用了近
40年，再上“万元台阶”用了近20年，
上“3万元台阶”只用了不到10年；城
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代表贫困的59%
以上，一步步变为意味着温饱的
50%-59%、意味着小康的40%-50%，
再到如今代表富裕的30%-40%；全省
文盲率从一度超过 40%到如今不足
4%；卫生机构从业人员从不到1万人，
增至超过50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新
中国成立初的48岁增至77岁……

2012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
记者见面时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生活在
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
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
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
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
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
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幸福由人民自己定义，美好由人
民共同创造。四川人民信心满怀。

五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共产主义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

好的未来，但越是光明的前景，通往
之路越可能崎岖不平。这波澜壮阔的
100年当然是由那些收获的、胜利的、
辉煌的故事串联而成，闪闪发光，但
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付出的、曲折
的、苦难的故事，风雨如晦。

1927 年秋收起义因敌强我弱而
失败，毛泽东率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对这支新遭败仗的队伍来说，眼前境
况已危险至极——既要应付四面被
困、强敌环伺的外部挑战，又要面对根
据地环境险恶、物资匮乏的内部困境，
疲于奔命。一些人甚至悲观地发问“红
旗到底打得多久”。面对看似一片漆黑
的前景，毛泽东写下《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深刻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内在规
律和必然趋势，明确提出下一步工作
路线与政策，为黑暗中迷茫的队伍指
明了方向。于是队伍跟着党，一步步走
出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全国。

“星星之火”由此成为世界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标签。前进道
路上遭遇重大挫折重大困难的关键
时刻，党总会作出正确决断，采取有力
措施，团结带领人民走出困境，化危为
机走向光明，就像火一样，能够驱散黑
暗和危险，驱散人们心中的阴霾。

2008年对四川来说是极其艰难的
一年。千年不遇的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与
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
全球经济增长减速与国内周期性结构
调整叠加在一起。面临多条战线作战、
多重困难聚集的复杂局面，正在爬坡上
坎的四川被突然增加的负荷压得喘不
过气来。四川，怎么办？后来的故事已经
被众多外国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解读，
但有一点是共识：如此巨大的地震后，
没发生饥荒、没出现流民、没暴发疫情、
没引发社会动荡，灾区城乡面貌一新、
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创造人类救灾史上
的奇迹。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优势。2013年的“4·20”芦山强烈地
震和2017年的“8·8”九寨沟地震，同样
引发外国学者广泛关注。他们发现，中
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人民战胜灾难，还在
灾难中总结淬炼出一套科学高效管用
的救灾和重建的制度成果，这让各级干
部甚至普通群众在面对各类风险威胁
时的状态有了不小的变化——“更有应
对底气，更加自信和从容”。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漫天
星火。“我是党员我先上！”“不计报
酬、生死无论！”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复杂之时，各级党组织闻
令而动，各行各业党员带头在请缨书
上摁下红手印，冲锋在疫情防护网最
重要的节点最危险的战场。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的战略思路、战术措
施，以超快的速度和超高的精度，在
广大城市社区和农村村组落地见效。
星星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势。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
布劳盛赞，中国在应对疫情中的付出
和努力堪称全球典范，中国经验值得
各国借鉴。这到底是什么经验？我们
可以自信地告诉世界：面对重大危机
挑战，群众跟着党员走，党员跟着各
级党组织走，党组织跟着党中央走，
如此就能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
就能凝聚形成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
艰难险阻的磅礴力量。

六
1923年10月，四川人吴玉章、杨

闇公等自发在成都建立共产主义组
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很快团结起
一批进步青年。时隔不久，这群年轻
人得到中国共产党已建立的消息，立
即毫不犹豫解散了自己的组织，按中
国共产党的章程入了党。铁心跟党
走，首先是铁心跟党中央走。

1872年，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
失败历史教训的时候深刻指出，巴黎
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
权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发
展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凡是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就有
力量，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
之，党的领导就会削弱，党和国家的事
业就难以顺利前进。建党初期，中共四
川组织建立较晚，党在四川的领导力
量薄弱，四川革命活动因此一度落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武装斗争开
展得最为激烈之时，正是四川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最
坚决之时；“文革”结束后，四川各项建
设事业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主要
得益于党组织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坚决不犹豫，党的领导坚强有力。正
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发人深省。我们
要始终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党中央坐镇中
军帐，车马炮各展其长。

跟党走，不仅需要愿望，更需要
能力。百年间，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一刻也没有停
止，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仍风华正
茂的秘诀。作为四百多万分之一的一
个党组织，作为九千多万分之一的一
名党员，必须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
从“红色家谱”、奋斗历史中汲取经验
智慧和前进力量，坚持人民立场，增强
忧患意识，树牢系统观念，时刻警惕精
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
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不断
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
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
力、群众工作能力和抓落实能力，永葆
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跟上时代
的节拍，跟上党前进的步伐。

跟党走，并不意味着放弃主观能
动性。事实上，无论是广汉金鱼公社的

“包产到组”，还是邛崃县组建的“农工
商联合总公司”，无论是从最早取消粮
票，还是率先停止征收农业税，无论是
在全国率先成立民营股份制银行，还
是率先实施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这些在党史和新中国发展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事件，都是四川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持实
事求是，把党中央要求与四川省情有
机结合起来，创造性推动工作的结果。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党正带领中
国这艘巨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
新局。越是伟大的事业，越需要开拓创
新。四川定会更加坚定地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继续义无反顾、冲锋在前，以革故鼎新
的勇气和锐气，深入实施“一干多支”
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引领高
质量发展，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不负党的重托，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七
长征胜利数十年后的一天，女儿

毛毛向邓小平提问：“长征的时候，你
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

“跟到走！”
“跟到走”，四川方言，意为“跟着

走”。短短三字，道出百年心声。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

跟党走，就是跟着理想走、跟着真理走！
跟党走，就是跟着大势走、跟着潮流走！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
信，跟党走，就是奔着幸福去！跟党
走，就是奔着光明去！

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
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铁心跟党走，不只是响亮的口
号，跟党走就必须跟党一起去战斗。

让我们锚定目标远征！放眼世界、
放眼未来，也着眼当前，做好每一件小
事、完成好每一项任务、履行好每一项
职责，一步一个脚印，不破楼兰终不还。

让我们迎着困难突围！想在前面、
干在实处，敢于豁出去，坚决顶起来，
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痛点问
题中杀出一条血路，越是艰险
越向前。

当中华民族以更加
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时，党的无上
荣光，也将照耀每一
个为之奋斗的人。

铁心跟党走
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