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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12日至20
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
恤孤院路 31 号召开，毛泽
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出
席。在这届会议上，毛泽
东正式进入了党的领导核
心层。

“秘书”的职责

中 共 三 大 选 举 陈 独
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
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
其中，陈独秀为委员长，毛
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
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毛
泽东担任的秘书一职“负
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
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
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
员长及秘书签字”。表明
该“秘书”并不等同于党中
央“秘书长”，实际上相当
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

“总书记”。
而立之年的毛泽东，

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
层。究其原因，关键在于
他取得的工作成绩。正如
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

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
作时所评价：“就地区来
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
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
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
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
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
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
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
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尽管毛泽东在中共三
大后多次受到“左”倾错误
领导人的排挤，但这也使
全党同志越来越认识到，
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中国革命才能稳步前进。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
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
受挫的情况下，第一次独
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解决了党内所
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
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
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
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
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
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下，
克服了重重困难，不断走

向胜利。

成为全党核心

10年后的 1945年 4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抗日
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
夜，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
755 人代表 121 万党员出
席大会。这是党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最后一次代
表大会，会议主席台正上
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
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胜利前进！”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
性贡献，就是将毛泽东思
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七
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
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
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
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
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
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
偏向。”时隔 45 年之后，胡
乔木就此评论道：“为什么
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
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
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
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
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

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
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
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
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
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
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
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
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
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
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
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40
年代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那
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
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
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

七大的另一个重大历
史性贡献，就是选举产生
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
领导机构。随后召开的七
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
弼时、陈云等 13 人为中央
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
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
会、中央政治局主席。一
个以毛泽东为核心、具有
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
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就
这样正式形成了。毛胜

毛泽东：从进入领导核心层到成为“核心”
长征中，部队进入川西藏族地

区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王稼祥
连伤带饿，原本就骨瘦如柴的身体
更加虚弱，浮肿的脸颊蜡黄。身边
的同志看了，都急得抹泪。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给王稼
祥送来一个沉甸甸的小布袋，上
面用墨笔写着三个大字“救命
粮”，又一行字是“军委王稼祥同
志收”。王稼祥打开一看，竟是一
小袋大米。多么珍贵的馈赠啊！
原来，聂荣臻得知王稼祥身体太
弱，急需营养，就将自己尽力节省
下来的一点口粮，装入一个小布
袋，交给行军中的部队，让大家一
个接一个地往后传，一直送到军
委总部。

这袋凝聚着战友心意的“救
命粮”，经过了无数同志的传递。
他们虽然饿得东倒西歪，却没有
一个人中途拆开袋子取出一粒
粮，最终使这袋“救命粮”原封不
动地送到王稼祥手上。想到这
里，王稼祥泪眼模糊了。他深切
地感受到了革命部队特有的阶级
感情和共产主义战士高尚的人格
情操。

几十年来，王稼祥一见到聂荣
臻，或者说起长征的事，就想起这
袋“救命粮”。他说，这一袋粮食虽
然可以用斤两来计算，但它包含的
价值一辈子也受用不尽。孟红

聂荣臻送来“救命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