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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至上责任（一）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什么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如果一

言以蔽之，那就是人民至上，人民高于一切，一切为了人民。

正是从这点出发，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把共产党和人民群众

的血肉关系看得最为重要。习仲勋经常给子女说的一句古语，就

是“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个话不仅发自习仲勋的内心

深处，也体现了他对和平年代党的建设、干部作风以及人民群众

的生活现状充满着深厚的赤子情怀和忧患意识。

习仲勋在陕甘边区担任苏维埃主席时，有位大娘为家事到政

府告状，一见习仲勋就跪下了，哭诉道：“我娃不孝……”习仲

勋急忙搀起来安慰她：“我就是你儿子，有啥给我讲。”

习仲勋的子女深有体会地说，父亲平生都把自己当作人民群

众忠实的儿子，常对我们谈起战争年代在群众家里疗伤和养病的

感人情景，他切身感受到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拥护和对我党干部的

保护。父亲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全心全意维护人民利益贯

穿了他革命的一生。

习远平回忆说，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50

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灿



烂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

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啊!”

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

出来的。父亲对人民的那个亲，人民对父亲的那个好，我有特别

的记忆。

1975 年，父亲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厂里热气腾腾的

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

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 9 点，大澡堂子

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只要我在他身边，就招呼我一起泡。

一块儿泡着的，还有下夜班的几十个工人。

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

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

工厂的事、家庭的事，还有国家的事。

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

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习远平说，我能感觉到：父亲鼓励、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

们走近人民、与人民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内心

本能的呼唤。无论什么时候，孩子们只要与最底层人民贴近了，

他就特别高兴。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出自人民至上的初心和责任，用老百姓最熟



悉的大白话，生动地、也是深刻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责任观、世

界观和价值观。

难怪毛泽东对习仲勋欣赏有加，曾 5 次盛赞，说习仲勋是“从

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年轻有为”，“炉火纯青”，“是一个

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2013 年，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由

我执笔，长安保险党委、东城区委社会工委联合中央几家新闻单

位等一起编写了一本”基层党组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

动内部读本”，书名就是《人民就是江山——群众领袖习仲勋纪

事》。

这本书如实记录了习仲勋“一生两个最大的闪光点”：一是

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二是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

路”，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

习仲勋之所以能够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一个最根本

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和责任：坚持实事求是，抛弃陈

旧教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1978 年 3 月，党中央决定派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

南下广东，出任省委书记。这是他被审查、关押、监护达 16 年

之后的重新出山。

习仲勋上任初始面临的一个严峻形势，就是边境汹涌的偷渡

逃港潮。此前 1977 年 11 月，广东省委已将此作为重大恶性政治

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汇报。当时南方日报副总编张汉

青回忆，反偷渡因为被当作敌我矛盾，“偷渡的人被叫作偷渡犯”。



内部会议上，就逃港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存在争论，是

习仲勋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

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

逃，是人民内部矛盾。”

张汉青认为，这一转变促成了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

径。古语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

识到，不能再搞过去那一套贫穷社会主义了。堵禁之外，发展生

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是长久之道，才

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

在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亲自领导下，广东提出设立特区的设

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 年 8 月 26 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

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

1980 年 8 月，特区条例公布后，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

的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

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

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

批地回来了。

从 1978 年 4 月到 1980 年 11 月，习仲勋主政广东共两年零

八个月，“把守南大门”（胡耀邦语），发挥出惊人的能量。

习仲勋曾斩钉截铁地说，对于广东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先走一

步的问题，“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



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

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

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

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 广东这事，

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

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习远平回忆说，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政治禁区比比皆

是，冲破禁区的政治勇气首先来自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要像改

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实实在在

“杀出一条血路来”，没有无视安危、不怕犯错、责无旁贷、义

无反顾的无私无畏精神，就不敢大胆颠覆禁锢思想的政治教条，

也无法提出任何新观念、新政策、新办法，去面对和解决实践提

出的新问题。如我父亲者，当时有一大批老同志，由于无私无畏，

变得有识有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复出履新后的历史

贡献。

习远平说，父亲当年实施广东先行开放的壮举，遭受过多少

无形的政治压力，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选择，父亲没有说过，

我们亦无从猜测。但有一条是肯定的：父亲内心的使命感来自人

民，人民的追求就是对父亲的命令，父亲只是又一次听从了人民

的召唤而已。

历史对习仲勋作出了高度评价。李建国代表中央在《在纪念

习仲勋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习仲勋主

政广东期间，不负党中央和邓小平嘱托，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



倾力推动创办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为全国

带来一个好头，以花甲之年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了新的历史性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