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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丹 康璇

波澜壮阔 砥砺前行
——中国共产党在乐山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历史启示

1964年，中央提出三线建设的国家战
略。此后15年间，国家共投入2052亿元资
金和几百万人力，在西南、西北13个省区建
设起以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为主的近2000
个大中型工厂、科研院所和一批铁路、水电
站等基础设施，三线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历
史性成就。当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与三线建设一样，需从大国博弈的高度去
深刻认识。

▶大国博弈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
的战略决策

三线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都是大国博弈下党中央应对外部风险挑战
的战略决策。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中国在经济总
量、科技水平等方面，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相比，不在一个数量级。但从国土面积、人口
总量上看，则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国。特别是
抗美援朝战争，展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当
时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呈现三个大国多重
博弈的复杂局面。党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
三线建设国家战略，果断把“三五”计划原定

的解决群众吃、穿、用的重点，转到备战上
来。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显
著上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一带
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
响力与日俱增，引起美国的警觉和忧虑。贸
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中美关系急转直
下，大国博弈空前激烈。面对外部风险挑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
谋远虑，得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重大战略论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随
之上升为国家战略。

▶大国博弈下建立战略后方的战
略考量

三线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充分体现了大国博弈下党中央建立战略大
后方的战略考量。

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上世纪60年代
的中国，有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
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
局显得非常脆弱。西部纵深地带，是保障国
家安全天然的战略后方。所以，举全国之力，
各类重大项目在三线地区相继建设，战略后

方的支撑作用得以彰显。
随着中美博弈加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以成渝为中心建立战略
大后方的战略决策。其战略意义表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成渝深处内陆，对来自东部的安
全威胁将形成重要的战略缓冲。二是成渝是
西藏、云南、新疆的大后方，一旦爆发边境冲
突，成渝将提供强有力的侧翼支持。三是成
渝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

▶大国博弈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的战略考量

大国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竞
争。三线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体现了大国博弈下党中央统筹推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的战略考量。

随着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全国工业布局
整体西移，大批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部分或
整体西迁，几百万科技人才汇聚西部，在西
南、西北地区初步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
电子、化工、汽车、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
系，建起了一批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科研院
所，造就了攀枝花、六盘水、德阳、西昌、酒
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成都、重庆、昆明、

西安等西部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
能力也因三线建设显著增强。时至今日，由
三线建设所累积的经济基础仍然发挥着重
要的战略作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
战略，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在中西部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成渝地
区有两个国家中心城市，人口基数大，经济
体量大，科技实力强，产业体系完备，发展势
头强劲，对整个西部地区具有较强辐射带动
作用，从培育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角度
看，成渝地区条件最好。

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对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三
线建设，以全民备战的英雄气概为中国的
发展赢得了宝贵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当下，广大川渝人民在火热推进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中，必将继承和发扬伟大的三
线建设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
新功！

（作者单位为市委党史和地志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在乐山的奋斗历史是全党
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00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乐山实现了最广泛最深刻的
历史变革，完成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
历史转变。

▶中国共产党在乐山百年的辉煌
历程

（一）烽火岁月
乐山是川西南重要抗战后方基地，乐山

仁人志士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救亡图存斗
争，为中国抗战和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发动武装暴动策应红军入川。1934年
长征开始后，嘉定中心县委带领广大劳苦大
众发动武装起义，接应红军入川。先后领导
和发动了四次具有较大影响的斗争，可这四
次武装暴动因反动军警镇压而失败，革命一
度陷入低潮。

重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嘉属工委建立（后改建为中心县委），乐山
党组织得到恢复重建并迅速发展，在乐共产
党员掀起了以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心的革命
高潮。

坚持游击统战工作夺取解放。1947年
12月，中共雅乐工委成立后，乐山隐蔽下来
的一些党组织得以恢复。可由于书记陈俊卿
和委员吕英先后被捕，雅乐工委结束。此后
直至乐山解放，乐山没有建立统一的党组
织。尽管如此，乐山各地方党组织仍自觉开
展活动，争取解放。经过艰苦努力，1949年
12月乐山全境解放。

（二）艰苦创业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乐山人民实现
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建立巩固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乐山地
方委员会成立后，领导区内全体党员先后开
展了一系列运动和工作，恢复和发展城乡经
济，使乐山人民过上了当家作主的新生活。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乐山地委
按照党中央和省委部署，完成了社会主义三
大改造，进行“一五”计划建设。尽管在社会
主义改造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
变过快等问题，但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在乐山地区全面建立。

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以后，乐山在地委领导下开始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此后的“三线”建设，为乐山经济发展奠定了
基础。

（三）勇闯新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委领导人民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新创业，开创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改革开放增加新动能。1985年5月，乐
山撤地设市，实行市管县体制。从此，乐山乘
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传统
农业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有实力、有活力、有
魅力的内陆开放城市。

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乐山经济保
持平稳较快发展，民生显著改善，社会和谐
稳定。

（四）砥砺前行
乐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旅游

兴市、产业强市的发展主线，加强党的建设、

全面深化改革、决战脱贫攻坚、优化发展环
境，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主要经济指标进入
全省第一方阵。

▶中国共产党在乐山百年的辉煌
成就

中国共产党在乐山的百年奋斗历程中，
克服各种困难挑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
性进步。

（一）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历史转型。在党
的领导下，乐山人民彻底推翻“三座大山”，
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
崭新的乐山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实现了经济实力的显著提升。党领
导乐山人民开启了工业化建设的历史大幕，
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格局，并努
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发挥乐山
动能、形成乐山支点、作出乐山贡献。

（三）实现了民生大改善。乐山民生事业
翻开了崭新篇章：全市高标准普及九年义务
制教育；全面建立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
系；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小凉山彝区发
展“一步跨千年”……

（四）实现了城乡面貌的深刻变化。乐山
积极打造“山水园林宜居城”，如今已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市、国家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国家首
批对外开放城市、省环境优美示范城市……

▶中国共产党在乐山百年的历史
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

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开启乐山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具有重要启示。

（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要继续加强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实现乐
山发展新跨越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二）必须坚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思
想

科学的理论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要继续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指引下，推动乐山实现创新发展、跨越发
展、美丽发展。

（三）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

人民立场是党必须坚守的根本政治立
场。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满足
人民多维需求，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艰
苦创业的实干精神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艰苦创业的实干
精神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源。要继续以

“重整行装再出发”的豪情、“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韧劲、“与时俱进谱新篇”的魄力，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奋力开创乐山经济社会
发展新局面，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
地和全省区域中心城市，争创全省经济副中
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为市委党校）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浸润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
基因。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传承、建设和发
展先进文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
系。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文化的成功，是先
进思想文化战胜腐朽落后思想理念和制度
文化的必然结果。新的历史时期，要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切实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
导，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传承和发展中华民
族的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植根于先进文化。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缘于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党的
成立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
武装。今天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是当
时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最正确、最科
学、最先进、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实践证明，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汲取先进文化的养分，
奠定了文化自信的基础和底气。

中国共产党始终引领先进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培植、孕育出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夯实了文化建设的根
基。一百年前，先驱们创建党时就形成了伟
大的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
源；党成立后，始终领导中国人民把博大精
深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革命和建设的伟大

实践中，进行传承和发扬，形成海纳百川、开
放包容、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和中
国人的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赋予文化自
信的强大底气和生命力

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孕育出红色革
命文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共产党人就注重科学理论和先进思
想文化的探索、总结和创新，在不同的革命
战争形势下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独特、符合历
史潮流、深受人民拥戴的革命文化，如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
抗战精神等，成为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
财富。

新中国建设时期铸就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取得了独创性
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在文化建
设方面，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提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
强调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
化软实力；相继形成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
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成为中华民
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党的领导为文化自信赋予新内
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赢
了脱贫攻坚战，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
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
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2020年初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
夺取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
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
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彰显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

▶新时期加强党的领导增强文化
自信路径探析

牢牢把握党对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
导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当代中国、当今时代具体实际相结合；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自觉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切实
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要加强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
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以党的建设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和发扬。要在全党全社会营造学习优秀传
统文化的良好氛围，在党的建设各领域各环
节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宣传；要建立促
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扬的体制机制，将各

级学习宣传优秀传统文化列入学习纲要，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建立考核制度；
要积极抵御不良因素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侵
蚀和破坏，对党内存在的消极落后思想文化
必须坚决摒弃。

以改革创新精神引领提升中华文化的
影响力。积极推进中国与世界双向文化交
流，充分利用在全球有影响力的网络、信息
传播平台，精心构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话
语体系；打造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大力发
展文化产业，扩大有中国元素的文化产品出
口；健全和完善文化产业机制，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拓宽文化产业对外贸易发展平
台，培养和造就文化产业专业人才，推进各
层级文化交流与合作。

党员干部要成为文化自信的代言人。要
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发展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要做先进文化的学习者，既要
认真学习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
要认真学习革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还要深刻认识和审视外国各类文
化，兼收并蓄别国之长，创新自我；要做好中
华文化的传播者，肩负起守护文化根脉、弘
扬中国精神、实现文化复兴的责任；要做文
化自信的切实践行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握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激发全民族的文化
创造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作者单位为沙湾区铜河街道）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工
作任务提上日程，经中央慎重抉择后，由西南
局及十八军作为主力部队完成解放西藏、经营
西藏的任务。1950年3月，十八军在乐山召开
进藏前的誓师大会，在十八军下辖的三个师和
军直机关中都有女兵的身影。这些当年不到
20岁的青年女兵，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聪明才
智无私地奉献给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
军队，她们被誉为高山上的“雪莲”，光彩夺目，
纯洁亮丽。她们坚强、乐观的品质和英雄事迹，
为人们传颂，充分展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
的“老西藏精神”。她们既是“老西藏精神”的建
设者，亦是宣传者。

▶徒步千里进藏

在高原恶劣的环境下行军是每一位进藏
指战员面临的挑战，而女兵往往遇到的困难更
多，遭受的考验更大。女兵赵邦玲在回忆录里
写道：“1951年7月初从甘孜出发，当时我们行
军背负很重，要背帐篷、帐篷杆、衣服……道具
服装等等，大约有50多斤，可那时我还不到15
岁。个头又小又瘦，身高只有一米四几，体重
70多斤，负重行军对我来说，确实有相当大的
难度。”

除了高原负重行军，冬季过河对女兵也是
难度较大。女兵章道珍回忆：“每逢要过较深的
冰河，均由男同志先带绳涉水至对岸，在两岸
间横拉绳索，再让我们女兵拉着绳索过河，免
得被激流冲倒。在行军过程中女兵生理期时，
是十分痛苦和艰难的，照常与男同志一起走雪
地，趟冰河，跋山涉水，且物资缺乏的年代，没
有专门的卫生巾。发放的卫生纸用完后，只有
掏棉衣棉裤的棉花，有的把被子的棉花也掏
了，被子掏空了，棉衣棉裤也越掏越薄。”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如此
评价这批女兵：“虽然在进藏部队中所占比例
不大，但因进藏途中情况复杂，条件太差，补给
特别困难，因而她们大都超负荷负重，要同男
同志一样，爬雪山，蹚冰河，披荆斩棘，风餐露
宿，这对有各种特殊情况的年轻女兵们来说，
实属难上加难。”

▶进藏后参与解放西藏妇女工作

为帮助西藏妇女摆脱封建枷锁，实现男女
平等，女兵进藏后充分发挥性别优势，积极与
藏族妇女搞好关系，解放西藏妇女。1950年，
西藏工委成立后立即组成西藏妇女工作委员
会；1953年3月8日，成立拉萨市爱国妇女联
谊会筹备委员会，标志着西藏从此有了妇女组
织；1954年3月8日，成立拉萨市爱国妇女联
谊会；1956年，成立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筹备
委员会……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和1959年西藏
民主改革后，西藏女性的地位逐渐与男子趋
同。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后，西藏妇女翻身
成为主人。

▶进藏女兵展现的“老西藏精神”
及对后世的影响

进藏女兵是“老西藏精神”的宣传者和实
践者，她们用自己对西藏的行与情，为“老西
藏”三个大字涂上浓墨重彩，给“老西藏精神”
增添了无限光辉。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广大干部特
别是西藏干部要发扬‘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
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在工作
中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增强能力、锤炼作
风。”总书记的话为“老西藏精神”增添了新色
彩。艰苦的革命年代已经过去，但“老西藏”精
神永不过时，将鼓舞一批又一批进藏支援的人
员。援藏工作既是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体现，
又是西藏现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每一
次的蜕变,都离不开70年来我党的治藏方略
和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援藏人员。

“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
具有丰富的内涵，由许许多多具体的人和事，
用千千万万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人民子弟兵
的汗水、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虽然时代在发
展，但“老西藏精神”吃苦耐劳、敢于奉献的本
质不会改变。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西藏之美
好发展，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在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今日，应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践行“老西
藏精神”。我们的美好生活不是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必须真抓实干，脚踏实地，用“老西藏精
神”照亮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

（作者单位为乐山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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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海东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看党的领导与文化自信

■ 税俊峰

大国博弈下的国家战略
——从三线建设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十八军进藏女兵对于
“老西藏精神”形成的
历史作用

■ 万罗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