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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务必”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共产党

执政后能否和怎样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问题。1945年7月，访问

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了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历

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问

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

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

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

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要求

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

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

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又多次强

调要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1．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

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

“糖衣炮弹”的侵蚀。 (1)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004年单选题第8题考查

过)。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深刻地指出，夺取全国

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

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

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

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

斗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中国基础薄弱

，中国社会解放前又经历长期的战争和动荡，在这样的基础



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的崭新事业是一项更为艰巨的

任务。而革命胜利后，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

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

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

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

。因此，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运动，整顿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继续保持这一优良作风。

2002年12月，刚上任不久的胡锦涛总书记就到西柏坡革命圣

地进行考察学习，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务必继续保持谦虚

、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

作风。胡锦涛指出，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们党对坚持艰

苦奋斗的问题一直是高度重视的，总是反复地、经常地向全

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加以强调。毛泽东、邓小平一再告诫

全党要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

民同志多次强调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永远艰苦奋斗。他强

调：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

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不论

我们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必须长期艰苦奋斗，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和宗旨。” 胡锦涛同志在提出的“两

个务必’’的思想，是对新世纪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要求

。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

”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

清醒的头脑，扎扎实实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2)警惕“糖衣



炮弹，’的侵蚀。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因为

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

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

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

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

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

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

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

况。毛泽东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消极腐败方面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开展过整风、整党、“三反”运动，保

持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抵制了资产阶级“糖衣炮

弹”的侵蚀，巩固了新生政权。 2．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

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监督 中国

共产党执政后其地位的变化和权力的掌握，使党的干部容易

滋长各种不正之风，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1)邓小平在八

大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

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

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执政党的地位

，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实

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危险

倾向。 (2)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国

家机关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 (3)1963年5月，周恩来在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的讲话中着重分析

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

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2002年文科单选题第8题考查过)，

“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我们决不能容许官僚主义

再继续发展下去。” 中共八大针对党执政后出现的党的组织

和党的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同人民群众关系紧张的状况，决定

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是一个长期的斗

争。周恩来提出要从国家制度方面想办法来扩大民主，以便

有效地纠正和克服官僚主义。 (4)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

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

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应该特别

警惕。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

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

士的监督。只要不脱离群众和接受监督，虚心学习和不断地

工 作，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

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 3．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

亨业接班人 ％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的需要，对干部提出了加强学习、努力做又红又专人才的要

求。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一系列会议上提出了培养和造就

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措施，并把这个问题

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百年

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他强调要在

长期的群众斗争的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他把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都同培养和造就千百万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无产

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者；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

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

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

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

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必须谦

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

中的缺点和错误。虽说这些思想其中有的在今天看来有“左

”的倾向，但它们对今天培养党的干部仍然有许多借鉴意义

。 关于执政党的建设，除上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共八大

等会议提出的观点外，毛泽东等还强调：第一，中国共产党

执政后面临新的考验，这主要是地位的变化和权力的掌握，

使党可能滋长各种不正之风，因此始终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第二，必须保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

风。第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

体领导。考试＊大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