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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与党内政治生活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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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

志奋斗。 
    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化是建构良好政治生态的基础，也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总
结红军长征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常态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具

有启迪意义。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红军长征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重用李德，军事指挥权由李德掌握。李德不懂中国国
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

搬到苏区。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和正确主张受到排斥，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

导。 
    红军长征开始后，博古、李德拒绝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一味向西退让，消极避战，以致
丧失了红军在湘南歼敌的良机。湘江一战，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宣告了“左”倾冒险

主义军事指导的破产，也为党内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北出

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

建根据地的主张。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党内开始有了民主的氛围。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
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

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

错误，他还用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博古用客观原因来为第

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以坦荡的胸襟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认真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坚决

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王稼祥在发言中有力地支持张闻

天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作风，并且提议撤销李德军事上的

指挥权，认为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朱德作为党和红军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在发言中态度鲜

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

确意见。正是在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遵义会议从军事路线上纠正

了“左”倾错误，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最紧迫问题，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红军长征的历史说明，党内民主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常开展，关系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
化。发扬党内民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要义，党内民主能否得到充分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能

否顺利展开，是衡量党内政治生活正常与否的重要标志。 
    严明规矩和纪律 
    确保方针政策贯彻执行 
    红军初创时期，制定了严格的规矩和纪律。但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各根据地和主力红军之间
相隔甚远，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独立作战的状态，加之党内正确路线与“左”倾错误路线斗争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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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复杂，党内思想上和组织上不尽统一，为贯彻执行党的规矩和纪律增加了难度。这种情况，迫

切要求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将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挺在前面。 
    红军长征初期，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强调：“坚决的与脱离群众、
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予处罚”，努力通过强化纪律赢

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塑造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红军长征过程中，鉴于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

围绕北上与南下展开的反复争论，党中央在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

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这里既强调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原则，又申明了严格执行纪律的重要性。在俄界会议上，党中央批评张国焘“漠视党的一切纪律，

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的行为，痛斥其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张国焘另立“中央”、

公开分裂后，中共中央一方面同分裂党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以最大的耐心、采取恰

当的方法进行教育和挽救，最终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踏上了长征的最后征程。 
    严明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维护了党的形象与党的威信，避免了长征过程中党的分裂，
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的贯彻执行，保证了红军的步调一致，并最终赢得了红军长征的

胜利。 
    红军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严肃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必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
原则性，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能迁就和退让。严肃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是党的力量所在、

威信所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重要保障，也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 
    总之，红军长征特殊的环境促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化，既使中国共产党日渐走向成熟，
也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