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如何理解毛泽东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

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

想。《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

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

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

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

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

问题。但是，主要在 20世纪 20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

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

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

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

思想就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

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

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

而达到成熟，又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得到继续发展。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它在

以下几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

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

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

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

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

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基本

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

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

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

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

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

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

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

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二是认为由于中国

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

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

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毛泽东

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

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

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

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

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的基本依据。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继续得到丰

富和发展。主要有：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

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

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

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

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

任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严格区分和

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

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

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

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

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

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

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

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

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处理好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

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

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

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强调工人是

企业的主人，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

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

工人、干部“三结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强

大国家的战略思想等。

第三，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

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

的建设。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

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

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

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

题；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

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

的生命：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

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发展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文化，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

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

合等；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

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

入党，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

式，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

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四，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

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

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

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

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

点、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教

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

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

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

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

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
辅导百问》

黄芦岭，又名金锁关，是北齐长城的起

点，前几年金锁关尚存，高 4.5米，深 3米，宽

5米。为片石砌筑拱券结构，离石区县志有

照片，是全国百关之一，是我省十关之一，

它和娘子关相对。太行山山上的娘子关是

山西的东大门。金锁关是吕梁山上的西大

门，它位于吕梁山的中段，吕梁市离石区吴

城镇最东端黄芦岭的山顶上，山崖陡峭，地

势险要，是晋商古道的必经之路，在公路未

修之前，是山西晋中平川进入西边区域的

唯一通道，也是军事要塞，是山西平川内地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东侵的关卡和门户，可

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东汉时期起

这里有重兵把守。现存的明弘志十七年

《黄芦岭碑》记载“黄芦岭高峻莫及，演示险

阻，其路通宁夏三边，紧接四川之径，凡羁

邮传命，商家往来，舍此路概无通焉”。

前不久，我们来到黄芦岭，山路崎岖，

凹凸不平，风景秀丽 ,绿树成荫。只见黄芦

岭周围到处散落着石块和破砖烂瓦 ,面积

可达五六十亩。这些古建筑遗址充分说

明当时这里有很多的建筑，而且规模还不

小。十多年前，我父亲来过一次，主要看

离黄芦岭关口不远处有一处“悬棺”，那是

用石头砌得坟墓，高七、八尺，宽两丈。听

老人们说：和尚没儿倒吊挂。原来这是六

郎庙的和尚，这里原来有六郎庙，还有四

十里牧马滩和练兵场，人们不仅要问杨六

郎 不 是 镇 守 三 关 口 吗 ？ 这 是 三 关 口 吗 ？

回答是否定的。据老人传说：宋朝时这里

来了个强盗，此人身高八尺，豹头环眼，虎

背熊腰，力大无穷，还收了五百喽 ，占山

为王，路边贴一张告示：“此山是我开，此

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放下买路钱”。过

路的只有花钱买平安，交给过路钱，周边

群众也常被搜刮。由于塞外侵犯，边关军

情紧急，杨六郎奉命率部星夜赶到距黄芦

岭十里的下三交村，原来下三交村口有一

对石狮子，一只重千余斤，强盗晚上就把

一只石狮子搬走，意思是给杨六郎一个下

马 威 ，让 交 过 路 费 。 士 兵 们 报 告 了 杨 六

郎，并和强盗约定第二天对阵。第二天就

在黄芦沟河滩摆开阵势，双方战了几十回

合打得难分难解，最后六郎用计谋将其生

擒，手下人说：“将其杀掉，免于后患”，六

郎说：“边关吃紧，正是用人之际，只要他

愿 意 为 国 效 力 ，就 收 编 他 。”此 人 听 后 便

说 ：“ 愿 效 犬 马 之 劳 ”，原 来 此 人 正 是 孟

良。于是孟良把自己抢来的财宝、粮食全

部 散 发 给 当 地 的 老 百 姓 ，跟 六 郎 去 了 边

关。从此黄芦岭平安无事，人们为了纪念

六郎，就在此修了六郎庙。

过了黄芦岭开始下坡，道路很难走，路

很狭窄，两边全是树，松树有碗口粗，高耸

入云，遮天蔽日，乱石挡道，刚能过去一辆

车，下边是几丈深渊，让人心惊肉跳，再下

去根本没有路，路是大块石头（平时流水的

水沟），硬是从石头林里下了山，到拐弯处

拐不过来，有一两处由于车长弯紧倒好几

把才能过去。慢慢地下了山终于到了沟

底，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走了一段路来到

岭底，岭底是翻过山的第一个村子，这里有

一处建筑是林场管理处，还有一个山猪养

殖场，大概有一百多头山猪，这里也有大片

建筑遗址，可见这里曾是一个大的驿站。

我们驱车又前行，路边有两座小庙，里

面有佛像，有三块碑，前两块都是修庙捐款

情况，第三块碑比较新，是二○一六年由向

阳村村民捐款修庙的情况，详细记载了向

阳匣险峻的情况。

碑记把黄芦岭和向阳匣的情况记载清

楚了。

向阳匣两边峭壁高有三、五丈的，有十

几丈的，中间有两丈多宽的道，还有从山上

塌下的石头和土，宽度在二三十米，共计宽

有二十米到百十米的。壁上齐刷刷的，像

有人加工过似的。由于石壁高，天空显得

很窄，简直成了一线天。崖上边长满了山

桃树，春天满壁上开满了桃花，俗称：“三十

里桃花洞”。据民间传说，明朝时朱元璋路

过此峡，刚到半路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向阳匣没有沟渠，下起大雨没处流，汇集成

洪水，峡里的人不是淹死就是被冲走。这

时朱元璋说：“向阳匣里不发水，（母）骡不

下驹。”果然雨过天晴，没有发水，一直到现

在，向阳匣没有发过洪水。

我们驱车又往前走，正说话有位林场

管理人员开着车迎面而来，和我们打招呼，

人 家 主 要 查 询 我 们 从 哪 里 来 ，准 备 去 哪

里？知道从吴城来的非常热情地和我们聊

起来，我们问哪里有捣子凹，那人就指着峭

壁上的那个洞穴细细地给我们介绍起来

……

出了向阳匣没走多远就到了向阳匣林

场管理站，有栏杆，需要刷卡登记才能通

行，主要是关于防火的管理规定，进山是需

要登记扫码，出山也一样，管理规范越来越

严格。

我们在回吴城的路上，父亲给我说了

许多关于峡的事：四川的碧峰峡、长江上的

三峡、太行山的大峡谷，吕梁山的向阳匣，

虽然没有其他的峡有名，但是这是我们吕

梁的匣。祖国山河秀丽，风景各异，需要抽

时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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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添一片绿为城市添一片绿 让生活多一份彩让生活多一份彩

近年来，石楼县抢抓新时代文明实

践建设机遇，积极探索文明实践之路，着

眼于凝聚民心、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

风化俗，围绕群众需求，吹响文明新风号

角，让文明实践直抵人心，推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在石楼落地生根。

“我喜欢唱晋剧，以前没有人组织，

也没有场地，现在空闲的时候，大家就聚

在社区的文明实践站，将党的政策编成

晋剧，给社区的人们唱，非常开心。”石楼

县晋剧协会的辛瑞花难掩心中愉悦。

据了解，石楼县创新举措，用生动的

群众宣讲互动方式把新思想、新理论播

撒到百姓心间，把党的“好声音”唱响基

层每个角落，让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

家喻户晓。在晋剧宣讲的影响下，社区

群众表示要当好基层接力棒，把晋剧宣

讲的精神和要求落实到行动中，形成了

“政策宣传有人讲、道德模范有人夸、贫

困救助有人帮、群众娱乐有人演、传统节

日有人庆”的生动局面。

“我要换点日用品了，你看我账户里

还有多少分？”

“大姐你这有一千多分了，啥也能

换。”

在罗村镇“道德银行”，沙窑村村民

曹雅娟用道德积分兑换了香皂、牙刷和

一提卫生纸。干净整洁的大厅里，货架

上摆满了日常生活用品，标注的不是金

额，而是道德积分。

罗村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罗村镇

“道德银行”是把村民在环卫整治、移风

易俗、公益奉献等方面的优劣表现量化

成积分，然后存入各个家庭的账户，积分

兑换成道德币后可从道德超市换取等值

物品或者社会化服务，打破了过去“做好

人好事不留名”的惯性思维和传统观念，

而是让好人“走到前台”，让好事“浮出水

面”，鼓励百姓多做好事，不断提高自身

文明素质。

这是石楼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次有

益尝试，也是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的一个缩影。

“前段时间，我家闺女结婚，既没有

放鞭炮，也没有收彩礼。”义牒镇留村党

支部书记郝挨平说，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首先要从移风易俗做起，改变与群众

生活息息相关的陋习，边破边立。

为此，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站

对村规民约进行了修订和完善。经过修

改的村规民约分为文明风尚、生态宜居、平安治理、公德健康、消防

安全、邻里关系、美丽家园、诚勉向上等篇章，更加贴近留村实际，

更符合人心。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石楼县突出利民惠民，把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统筹规

划、基层所站组织实施、志愿服务队伍各展所长、志愿服务站点承

接落地的志愿服务工作体系，印发为民服务“连心卡”，设立群众

“心愿墙”，广泛收集群众“微心愿”，实现群众“按需点菜”与志愿者

“服务上门”的有机统一，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个性化需求，让志愿

服务活动开展更加精准，推动文明实践触角延伸至基层“最末梢”。

6月 13日，石楼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组织部分志愿者来到县敬

老院，开展“情暖端午”慰问活动，为该院 46位老人送去粽子、西瓜

等慰问品，并为每位老人理了发。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志愿者成倍增长，解决了组织工作中秩

序维护、人员登记、电话联系人手不足等难题，开展活动得心应

手。发展和组织群众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确保了石楼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的持续深入开展。”爱心志愿者协会负责人说。

一个个创新阵地、一次次暖心服务、一桩桩惠民实事……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犹如盛夏的清风，吹拂着石楼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温暖着人心，传播着文明，浸润着百姓的生活，使文明成为了石楼

最鲜明的底色。

本报讯 7 月 21 日 ，在 中

国·岚县第八届“土豆花开了”

旅游文化月开幕之际，岚县王

家 村 成 功 举 办 了“ 走 近 科 技

‘薯’你精彩”系列文化活动。

此次活动作为中国·岚县

第八届“土豆花开了”旅游文化

月系列活动之一，围绕“打造科

普文旅 赋能乡村振兴”主题，

主要开展了农家科普讲坛、乡

村科普知识竞赛、科技互动等

活动，旨在以旅游文化月活动

为契机，结合王家村产业发展

实际，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以

点带面，进一步挖掘产业资源

优势，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活动现场，山西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

师张文青以《平衡膳食 合理营

养 促进健康》为主题，围绕马

铃薯科学食用及营养功效等内

容，为现场群众带来了一场精

彩的科普讲座。同时，通过现

场知识问答互动等方式，向大

家全面科普马铃薯相关知识，

宣 传 推 广 岚 县 马 铃 薯 地 标 品

牌。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

让群众感受到了科普知识的科

学性与趣味性，期待更加丰富

的科普元素点缀王家村，为游

客带来更多的不同体验，让小

小土豆在王家村绘出一幅喜人

的乡村振兴图。

据 悉 ，王 家 村“ 走 近 科 技

薯你精彩”系列活动，是在中国

科协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省科协

深入推进科技助力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生动实践，也是王家村“农业+文

旅+科普”深度融合发展的具体

行动。2015年以来，岚县县委、

县政府重点围绕“土豆花开了”

旅游文化月活动，大力推动岚县

文旅产业发展，以土豆为主导产

业的王家村，形成“土豆种＋土

豆＋土豆花+土豆宴”的全产业

链发展模式，连续八年作为中

国·岚县“土豆花开了”旅游文化

月活动的主景区，推动乡村振兴

焕发出新生机。 （尹瑞萍）

走近科技 ‘薯’你精彩

中国·岚县第八届“土豆花开
了”旅游文化月活动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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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洋
通 讯 员 李晶晶 我的吕梁我的吕梁··我的城我的城我的城

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主办
吕梁日报社承办吕梁日报社承办

有奖
征文

翻越黄芦岭 穿过向阳匣
□ 刘毅

7 月 23 日，离石区妇联特邀市

区 24对家长和小朋友来到位于吴城

镇上王营庄村的大中小学生研学基

地开展“绽放‘她’力量‘童’心绘乡

村”暑期亲子研学活动，通过让家长

和小朋友一起参加户外劳动，促进

亲子间的亲密交流。

“小朋友们你们猜猜看这是什么

呀？”“花生”……活动开始，讲解员王

带领小朋友们参观并讲解基地具

体情况，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回答讲

解员的问题，场面热闹非凡。随后，

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到户外实训

基地体验农活。

整个实训基地条块分明、阡陌

相通、错落有致，长茄子、青椒、西红

柿、贝贝南瓜、章丘大葱、生菜、快

菜、娃娃菜绿意盎然、郁郁葱葱。“这

个是什么?爸爸”“这个是娃娃菜”

“原来娃娃菜长这样”……走入实训

基地，孩子们就被琳琅满目的蔬果

吸引住了。只见他们有的拽，有的

摘，兴奋地穿梭在田地里收获着。

离石区妇联负责人吴改玲表示:

“开展这样的亲子研学活动，旨在培

养孩子们的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密

切亲子关系，还让他们在辛苦劳作

中，真正感悟生活，感受劳动的快乐，

让孩子们也可以度过一个快乐有意

义的夏天”。记者 王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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