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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党史学习感悟

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回顾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意义：1921年南方陈独秀和北方李大钊相约建党。俄

共远东局派人来华考察。各地相继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党的“一大”标志着中

共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新

的领导力量和领导核心。中国革命不再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来领导了。其次，有了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革命纲领。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

的思想武器，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再次，有了发动群众的好方法。有了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一切革命人民的战略和策略。最后，有了新的道路和前途。

通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

个崭新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并建立了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在党的领导下，以 1922年 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了中

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罢工斗争达 187次之多，参加罢工

人数 30万人以上，在这期间，各地先后建立 100多个工会。但工人运动受到了

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勾结镇压，尤其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林祥谦、施洋烈

士宁死不屈慷慨就义，工人运动也从此转入了低潮。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特别

是在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重大发展，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在 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广大的根据地纷纷进行了土地的改

革和根据地建设，成为我们党坚持武装革命的坚实基础。

1933年 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帮助下，对革命根据地发

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红军在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错误指

挥下，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的错误。中央

红军作战几年，节节失利。到 1934年 10月，中共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

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向红二、六军所在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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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1935年 1 月 15 日至 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

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会议集中全

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

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936年 7月 1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10月 9日，红一、

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 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宁夏西吉县将台

堡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行

程二万五千里。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零七个月，途经四省，行程近万里。红

二方面军长征历时十一个月，途经八省，行程一万六千多里。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它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

争。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是中

国共产党成熟时期，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大发展，为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

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抗战，促进了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为

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从 1945年 8月 29日至 10月 10日，经过 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

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

史性会谈。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

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

的意愿，在 1946年 6月底全面撕毁《双十协定》 ，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

常重大的。

三大战役是指 1948年 9月 12日至 1949年 1月 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

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场战略性战役。

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 142天，共

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144个师，非正规军 29个

师，合计共 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

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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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国民经济恢复以后，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1953年

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

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也加紧进行。1954年秋，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部宪法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经验总结，是建设

社会主义的保证。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从 1956年到 1966年，新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道

路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经过一大批科技人员、干部和

职工的共同努力，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于 1964年 10月 16日在新疆罗

布泊爆炸成功。1955年，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负责筹建核工业。1959

年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一任务。1962年，成立了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领导机构。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新水

平，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进入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

折，它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这次会

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开展，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

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此外，中国也迈出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二、学习党史的意义及感悟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的教科书。由 1921年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时的50多名党员，发展为具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4

这足以见证我党生命力的强大和号召力的强大。党史中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党的

建设的经验、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执政的经验、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等等，

以及经受挫折失败的教训，这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作为年青的一代，认真学习

党的历史，对继承和发扬光大革命传统、党的优良作风，对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

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历史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

时代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

不可逆转，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竞争日趋激烈。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党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使命。党领导人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写下光辉篇章，我们坚信也一定能够在新的

世纪继续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最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中央批准浙江省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忽然感觉，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奋斗目标就在前方。我们党有伟大理想，坚定的信念，我们的

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赵然尊

2021年 6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