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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党建学说的新发展

宋镜明 何 文

早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
,

邓小平就 明确指出
: “

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

泽东同志
。 ’

心他特别强调
, “
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

” 。
②那么

,

这个新的发展
“

新
”

在哪里 ? 有哪些具体表现 ? 本文试图对此作些探讨
,

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 00 周年
。

一
、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社会主义事业必须 由共产党来领导
,

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

原理
。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
,

创造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

中国共产党执政
,

体

现
一

r 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
。

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

事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

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
,

否则
,

党

的建设也就失去了依据和 目标
。

因此
,

首要的问题是确定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
。

而这正是

毛泽东同志的贡献之一
。

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
,

各种政治力量对中国的前途
、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

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看法
,

乃至不少疑虑
,

出现了思想上的混乱
。

针对这种情况
,

毛泽东在《论人

民民主专政 》这篇不朽著作中明确指出
: “

总结我们的经验
,

集中到一点
,

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

产党 )领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
’ ,
③

。

19 5 3 年 9 月
,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的第 27 次会议上说
: “

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 (工人
,

农民
,

工商业

者
,

各民族
,

各民主党派
,

各民众团体
,

工业
、

农业
、

政治
、

军事
,

总之一切 )
,

又团结
,

又斗争
。

如果

想摸底
,

这又是一个底
,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
” 。

一年以后
,

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
,

他又庄严宣布
: “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 ,
④

。

1 9 5 7 年整风运动中
,

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图趁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

面对这股逆流
,

毛

泽东斩钉截铁地提出
: “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 民的领导核心
。

没有这样一个核心
,

社会主义事

业就不能胜利
’ ,
⑤

。

19 6 2 年 1 月
,

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
,

再

次强调指出
: “

我们的口号是
:

无产阶级领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
。

无产阶级

怎样实行领导呢? 经过共产党来领导
’ ,
@

。

甚至又说
: “
工

、

农
、

商
、

学
、

兵
、

政
、

党这七个方面
,

党是

领导一切的
。

党要领导工业
、

农业
、

商业
、

文化教育
、

军队和政府
’ ,⑦ 。

这表明
,

毛泽东对共产党的

地位和作用 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思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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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一句空洞的 口号
,

必须通过正确的途径来巩固和体现
.

它集中表现

为党对国家和地方各级政权机构的领导
。

1 9 4 9 年 11 月
,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
,

中共中央政治局

作出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 》和 《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

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 》 ,

这一措施为确立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基本保证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毛泽东认为党是
“

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

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 , “

是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 。

很明显
,

毛泽东建国以后的上述论述是对新

的历史时期党的地位的新的概括
。

二
、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关于执政以后党的根本任务已由领导人民进行群众性大革命转变为组织国家建

设
,

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

把我国建设为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
,

极大地发

展了党的政治路线
,

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建学说的又一贡献
。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

毛泽东就指出
:

党取得政权后的中心任务是
“
开始着 手我们的事

业
” 。

全党同志必须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这一新的变化
,

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

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

在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
。

党的一切工作
“

都是围绕着生

产建设这个中心的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 , “

务须避免盲 目地乱抓乱碰
,

把中心任务忘

记了
’ ,
`

。

同年 9 月 12 日
,

在人 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

毛泽东又指 出
: “
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

工作业 已摆在我们面前
” 。 “

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
,

战胜了强大的中外反动

派
,

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 ?
” 19 5 0 年 4 月 21 日

,

毛泽东访苏归国

后在给北京大学的题词中
,

殷切地写道
: “
团结起来

,

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 ,⑧ 。

新中国成立伊始
,

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恢复国 民经济
、

改善人民生活
、

力争国家财政经济

状况的基本好转作为中心工作
,

提出了
“
不要四面出击

”
和

“

三年准备
,

十年计划经济建设
”

的思

想
,

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

1 9 5 2 年秋
,

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

容
。

19 5 3 年 6 月
,

毛泽东对总路线又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

把国家工业化和
“

三大改造
”

结合在

一起
,

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必然
,

为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

1 9 5 4 年 9 月
,

在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
,

毛泽东把党的总任务

概括 为
: “
团结全 国人 民

,

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
,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而奋

斗
。 ’ , 。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

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
,

党的八大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

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英明决策
。

毛泽东进一步把党的历史任务更明确地规定为
: “
团

结全党
,

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

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 , 。 ,

并

且风趣而认真地说
: “

这是一种责任
。

你有那么多的人
,

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
,

资源又那么丰富
,

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
,

据说是有优越性
,

结果搞了五
、

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
,

你象个什么样子

呢 ? 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l ”次年 2 月 27 日
,

毛泽东在有 1 8 0 0 多人出席的最高国务会

议第 n 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

又提 出我们的任务
“

就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
,

就是要

搞建设
” ,

并且提出了
“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

的思想
。

这个时期
,

毛泽东发表了 《论十大关系 》
、

《关

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等光辉著作
,

其核心就是想通过扩大民主生活
、

运用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方法
,

正确处理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
,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建设工业化的伟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
, “

文化大革命
”

中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错误并不能抹杀毛泽东这些思想的光辉
。

’



三
、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革命胜利以后
,

党的执政地位和客观环境的变化
,

使部分党员干部容易滋长骄傲自满情绪

和脱离实际
、

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

贪污腐化
,

斗志衰退
,

贪图享乐
,

不求进步
。

如何防止
“

人亡

政息
”

的悲剧
,

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
,

确保党的执政地位
,

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

问题之一
。

为此
,

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

(一 ) 谦应谨懊
,

戒骄戒躁

毛泽东认为
,

因为胜利
,

党内的骄傲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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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
,

必须及早提醒全党注意
。

在革命胜利前夕
,

他郑重地提出
: “

务

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
、

谨慎
、

不骄
、

不躁的作风
”

气 他认为
,

我们面临着繁重的建设新中

国的艰巨任务
,

我们不懂的东西很多
,

必须谦虚谨填
。

毛泽东特别强调
: “

要学习
,

不要骄傲
,

不

能看不起人
” 。

。 他甚至还说
:
即使

“

我国强大了
,

也要谦虚
,

永远保持学 习的态度 ,,O
; “ 一百年也

不要骄傲
,

永远不要翘尾 巴
’ , 0

。

1 9 5 5 年 3 月
,

针对有些老同志摆老资格
,

骄傲情绪抬头的现象
,

特别提出
: “

我希望
,

我们所有的同志
,

首先是老同志
,

不要翘尾巴
,

而要夹紧尾巴
,

戒骄戒躁
,

永

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 ,
。

。

19 5 6年 9 月
,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
: “

即使我们的工

作得到 了极其伟 大的成绩
,

也没有任何值得骄 傲自大的理 由
。

虚心使人进步
,

骄傲使人落

后
” 。 。

(二 )艰苦奋斗
,

密切联系群众

毛泽东作为一个从普通农家的孩子成长起来的革命领袖
,

对铺张浪费
、

穷奢极侈十分憎
恶

,

他非常留恋过去战争时期全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特别强调
, `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 。

。

1 9 4 9 年 10 月 26 日他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同志们

的一封信中
,

恳切地希望
“

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 , 。 。

第二年 6 月
,

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
,

他要求全党

进行一次
“

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 ,

用整风的方法
“

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

克服 以功臣自居的骄

傲自满情绪
,

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

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 。

1 9 51 年底
,

针对党内出现的贪污
、

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

毛泽东及时发动全党进行以反对

上述三种现象为内容的
“

三反
”
斗争

。

他指示全党要
“

严重地注意此事
” ,

切实贯彻
“
七届二中全

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 。

1 9 5 3 年 1 月
,

他又领导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
、

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
“

新三反
”

斗争
。

通过这些措施
,

克服了不良作风
,

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

1 9 5 6 年 n 月
,

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
: “

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
,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

色
。 ’ ,。
次年 3 月

,

毛泽东又强调提出要
“

坚持艰苦奋斗
,

密切联系群众
” 。

⑧毛泽东自己也没有半

点特殊化作风
,

始终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

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
,

(三 )理论联 系实际
,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
、

根本点
,

是毛泽东思想

的活的灵魂
。

早在延安时期
,

毛泽东就倡导并确立了一条理论联系实际
,

一切从实际出发
,

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
,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

建国以后
,

毛泽东进一步强

调要发扬这个传统
,

并根据新的形势作了新的论述和运用
。

新中国成立之初
,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
,

由于缺乏经验和受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
,

存在着

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倾向
,

这虽然有着难以避免的一面
,

但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

1 9 5 6 年 4

月
,

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结果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文 中曾经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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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
“

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 .

认为破除对斯大林结论和

苏联经验的
“

教条主义的迷信
,

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 .

他还进一步强调
,

建设社会主义也必须继

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

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 》中强调指出
: “
马克

思列宁主义…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
。

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
,

并且学习一定要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
” 。 “

我们的理论
,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

合
’ , 。 ,

而不能照抄照搬
。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

毛泽东认为
,

建设社会主义
,

必须学习和借鉴外国

先进经验
,

但一定要与本国国情和民族特点相结合
,

不能机械搬用
。

毛泽东在 8 月 30 日八大预

备会上又指出
: “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

如果不结合
,

那就

不行
。

这就是说
,

理论与实践要统一
’ ,。

。

在八大开幕词中
,

他精辟地指出
: “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理论和 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
,

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 ” 。 在这个原则指

导下
,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实际的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
,

如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

路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呜等等
。

(四 )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

众所周 知
,

毛泽东一生非常重视调查研 究
,

他提出了
“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

的至理名

言
。

建国以后
,

面对新情况
、

新问题
,

他除了强调学习新知识
、

新本领外
,

就是强调要多做调查研

究
。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主张无不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提 出来的
。 “

大

跃进
”

时期
,

由于没有调查研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

共产风
、

浮夸风
、

命令风
、

干部特殊风和

瞎指挥风严重泛滥
,

对此
,

1 9 61 年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
,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
,

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
,

没有把握就不要发言
,

不要下决心
,

他希望 19 6 1 年成为调查研究年
,

成为实事求是年
。

会后
,

他还亲 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
,

到浙江
、

湖南
、

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

查研究
。

他还多次强调和批示
,

领导干部应当亲自作调查研究
.

这不仅成为党在 60 年代前期

转变工作作风
、

重新掌握工作主动权的思想先导
,

而且还制定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

政策
,

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

从而谱写 了我党调查研究史上的新篇章
,

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执政党

必须发扬调查研究作风的论述的无 比正确性
。

四
、

坚持民主集中制
,

增强党的团结

1 9 4 5年 7 月
,

毛泽东与黄炎培先生进行了一次著名谈话
。

黄炎培不无担心地对毛泽东说
:

“

我生六十多年
,

耳闻的不说
,

所亲眼看到的
,

真所谓
`

其兴也悖焉
’ , `

其亡也忽焉
’ ,

一人
,

一

家
,

一团体
,

一地方
,

乃至一国
,

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 · · · ·

一部历史
, `

政怠宦

成
’
的也有

, `

人亡政息
’

的也有
, `

求荣取辱
’

的也有
。

总之
,

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
” ,

希望中共

诸君
“

找出一条新路
,

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 。

毛泽东 自豪地说
: “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

我们能

跳出这周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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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可见

,

毛泽东十分清楚 民主对于执政的共产党的特殊重要意义
。

建国以后
,

毛泽东对执政党如何坚持 民主集中制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
。

1 9 5 3 年党内出现

高饶反党分裂阴谋事件以后
,

党中央及时召开了党的七届 四中全会
,

并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建

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 ,

对执政党的建设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

1 9 5 5 年 3 月
,

毛泽

东又特别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制度
,

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
,

他强调
: “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

,

鉴于

个人智慧必须和集体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
,

中央和各

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
,

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
。 ”

他并且强调要
“

互相监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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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5 7 年 2月
,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中
,

对执政条件下党

的 民主集中制
,

进一步作了高度概括
,

指出
: “

在人 民内部
,

不可以没有自由
,

也不可以没有纪

律
;
不可以没有民主

,

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

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
,

自由和纪律的统一
,

就是我

们的民主集中制
’ ,
。

。

稍后的几年时间里
,

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了破坏
,

出现了曲折
。

1 9 6 2 年
,

党中央召开了
“
七千人大会

” ,

毛泽东总结几年来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教训
,

着重讲了这个问

题
,

特别强调建立在
“
广泛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 ,

认为
“
没有高度的民主

,

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
,

而没有高度的集中
,

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 ”

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巩固@
。

在这次扩大

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

毛泽东又重申了他在 1 9 5 7年 7 月提 出的一个重要思想
: “

我们的

目标
,

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 民主
,

又有纪律又有 自由
,

又有统一意志
、

又有个人心情舒

畅
、

生动活泼
,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
。

这些思想发展了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理论
。

五
、

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接班人的问题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
,

其实质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
、

社会

主义国家政权能否千秋万代
、

共产主义理想能否实现的问题
。

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探索
,

尽管在

实践中出现 了差错
,

但他的思想却是十分珍贵的
。

(一 )誓惕 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现实危险
,

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 已经预见到了
。

他在大会

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党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复杂斗争
,

清醒地指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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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建国后
,

毛泽东更加重视党内被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
。

在 《关于
“

三反
” “

五反
”

的斗争 》的指

示中
,

毛泽东提出
: “
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

,

注意发

现
、

揭露和惩处
,

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 。

毛泽东还果断地处置了刘青山
、

张子善贪污腐

化案
,

表明了他的坚强决心
。

根据后来事实的发展
,

毛泽东总结道
: “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
,

用

糖衣炮弹打人
,

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

有物质的
,

也有精神的吻
。

这是非常精辟的
。

(二 )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

共产党执掌政权
,

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

是帝国主义所不愿看到和接受的现实
,

于是
,

他

们必然千方百计想把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政府搞垮
。

在武力不能实现这个 目标的情况下
,

他们

便采用和平演变这一手
。

因此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个罪恶阴谋
,

便构成了毛泽东对执政党

建设探索的又一重要成果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辉煌胜利
,

行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夕
,

毛泽东

以美国的白皮书为反面教材
,

发表了一组战斗檄文
,

帮助全 国人 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

打

破了一部分人头脑中的迷信和幻想
,

澄清了大多数人的模糊和疑虑
,

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

建国以后
,

毛泽东更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

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

打破了帝

国主义的封锁
,

并且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胜利
,

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嚣

张气焰
,

捍卫了人 民共和国的尊严
,

巩 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

信
。

50 年代后期
,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出笼后
,

毛泽东就高度警惕
。

1 9 5 9 年
,

他特别提醒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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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予以重视
。

尽管在后来
,

他采取
“

文化大革命
”

的措施导致了一场浩劫
,

但他的出发点却正是为了
“

反修防修
” ,

防止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
。

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再公正不

过了
,

他说
: “
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

`

大革命
’ ,

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 ,。 。

(三 )培养 + 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毛泽东认为
,

培养接班人的间题
, “

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

间题
。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
,

千年大计
. ” 。 要防止堡垒从内部攻破

.

领导人
、

领导

集团很重要
,

许多事情都是这样
,

领导人变了
,

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

苏联的变故使毛泽东
·

对接班人间题的关切程度 日益加剧
。

1 9 6 4年 6 月 16 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讲
:
帝国主义说

,

对于

我们的第一代
、

第二代没有希望
,

第三代
,

第四代怎么样 ? 有希望
。

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 ?

我不希望它灵 。
。

并且提出
,

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

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
、

普遍

地
、

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
。

毛泽东又亲自制定了虽然并不全面完整但是

倾注了他对接班人的心血的关于接班人的标准
:

即他们应该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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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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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须谦

虚谨慎
,

不骄不躁
,

富于 自我批评精神
,

勇于改正 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

不管后来出现了什

么样的失误
,

总之
,

毛泽东郑重地提出接班人的问题的远见卓识是不容否定的
。

综上所述
,

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发展党的建设学说的过程中
,

构筑了他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

论框架
。

有的同志以毛泽东晚年发动
“

文化大革命
”

的错误为根据
,

主张全盘否定毛泽东在执政

党建设方面的可贵探索
,

这是十分错误的
。

正确的理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可能出错
,

这是生

活中常有的事情
.

有的理论
,

需要经过长期多次的实践
,

反复检验
,

随着时光岁月的磨砺
,

其真

理的光芒才能显现
。

这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
: “

间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 实际 的贯彻是有 区别

的
’ , 。 ; “ 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

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

是一 回事
’ ,L 。

毛泽东建国以后的党建理论正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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