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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 追
求共产 义 大理想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 义的前提下， 回答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
同阶段如何开展社会革命实践的时代之问。 在马克思 义指导下， 这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

社会革命形 了以新民 义革命 开端， 在社会 义革命 建设时期制定社会革命的发展方

向， 改革开放时期开启社会革命实践路径的新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 义 入新时代擘画社会革命

新征程的历史逻辑。 这场百年社会革命形 了以中国共产党 领导， 坚持伟大社会革命 自 革

命双向互动， 并在社会整体视域中 行社会革命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社会革命是
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义只有在遵循三种逻辑的统一

中， 才能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共产 义 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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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社会革命的理论逻辑

求木之长者， 必固 本； 欲流之 者， 必浚 源。 中 共产党领 的百 社会革命 得 断

胜利的 本就是坚持马克思 的科学指 。 思想既包含了马克思、 恩格 、 列宁的思想， 包

含马克思 中 化过程中形 的理论 晶。 马克思在 １９ 世纪回答了 是社会革命， 无产阶 怎

行社会革命的历史之问。 列宁 据俄 社会实际发展， 解开东方落后 家开展社会革命之谜。
于马克思、 列宁的社会革命思想， 毛泽东 据中 实际回答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 家怎 开展社会

革命的问题。 邓小 破解了在改革开 时期 怎 的方式继续 行社会革命的难题。 中 特色社会

入 时 来， 总书记回答了在 时 背景 如何 开展社会革命的时 之问。
马克思在 《 〈 治经济学批判〉 言》 中提 ：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 定阶段 ， 便同它们

直在 中 动的 存生产 系或财产 系 （ 是生产 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 于是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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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 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 就到来了。”① 在 ， 马克思 式

提 了社会革命的概念， 认 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的整体转 ， 是 的社会形态 替旧的社会形态，
内容包含经济 础的转 和 层建筑的 革。 体表 通过无产阶 既摆脱 治 被压迫的地

位， 又摆脱在社会中被剥削和奴役的 状， 从而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 另 ， 马克思对社会
革命的 析 局限在西欧资本 社会， 他在世界历史的视域 注东方 家的社会革命问题， 并通
过研 俄 的社会 实， 认 俄 在 定条件 可 “跨越卡夫 峡谷”， 走 条 同于西欧资本

的社会革命道路。 列宁 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 首 ， 他认 俄 的社会革命是

阶段 行的， 即从资产阶 民 革命转 社会 革命， 目的是推翻资产阶 统治， 建立无产阶
， 最 建 社会 社会。 次， 列宁认 无产阶 党的领 ， 夺 资产阶 的 及建

立社会 制度是社会 革命道路 可或缺的内容。 最后， 列宁 于对世界 状和俄 实的

析， 提 了无产阶 社会革命的 “ 胜利理论”。 列宁认 ， 由于资本 经济 治发展的

衡， 社会 革命可能首 在少数甚 在单独 个资本 家内获得胜利。
毛泽东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落后 家如何完 社会革命的问题， 形 了马克思 中

化的 果。 毛泽东在 《 冈山的斗争》 中对中 社会革命的性质做了精准的 析， 并提 了资

产阶 民 革命向社会 革命过渡的思想。 时， 他认 中 处于资产阶 民 革命阶段，
要目的是完 和 封建 的任 ， 求彻 的民族解 。 民 革命是向社会

过渡的 础。② 毛泽东在 《中 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提 中 社会革命的领 问题。 他认
中 共产党能够领 中 社会革命斗争， 在漫长的社会革命实践中， 中 共产党 保 人民的利益

立足点， 实 人民的自由解 目的， 始 站在社会革命斗争的最前线。③ 在 《论人民民 专

》 中， 毛泽东 论述了 社会革命的依靠力量， 认 人民是 阶段中 社会革命的依靠力

量， 人民包括工人阶 、 农民阶 、 城 小资产阶 和民族资产阶 。 毛泽东在 《读苏联 〈 治经

济学教科书〉 的谈话》 中回答了社会 是否存在革命的问题， 并就 同阶段社会革命形式 行了

析。 他认 社会 制度 依然存在革命， 是革命的形式发生了 化。 “ 术革命， 文化革命，
是革命。 从社会 过渡到共产 是革命， 从共产 的 个阶段过渡到另 个阶段， 是革

命。 共产 定会 很多的阶段， 因 定会 很多的革命。”④
邓小 认 改革是社会 发展的动力， 强调改革 是 场解 生产力的革命。 判断建立在

对马克思 深刻理解 继 的 础 ， 据 社会 发展的 体实际， 破解了中 在改革开

时期如何 行社会革命的谜题。 邓小 在 《解 思想， 实 求是， 团 向前看》 中提 “实
四个 化是 场深刻的 大的革命。 在 场 大的革命中， 们是在 断地解 的矛盾中前

的。 因 ， 全党同 定要善于学 ， 善于 学 ”⑤。 社会革命确立了 的阶段性目标，
并强调了建立学 型 党对完 目标的 要性。 １９８２ １ ， 邓小 在中共中央 治局讨论中

央机构精简问题会 明确提 “精简机构是 场革命”⑥的论断。 论断的提 展了

社会革命的内容， 使行 制度改革 社会革命的 之 。 １９８４ １１ ， 邓小 同挪威首相

谈话时提 改革是 场解 生产力的革命， 指 ： “ 们 前确定改革从农村开始。 们 改革，
实际 是 场革命， 是 场解 生产力的革命。”⑦ １９８５ ３ ， 邓小 在 日本自民党副总裁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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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 选集》 第 ２卷， 人民 版社， ２０１２ ， 第 ８页。
③ 参 《毛泽东选集》 第 １卷， 人民 版社， １９９１ ， 第 ７７页， 第 １８４页。
《毛泽东文集》 第 ８卷， 人民 版社， １９９９ ， 第 １０８－１０９页。
⑥ 《邓小 文选》 第 ２卷， 人民 版社， １９９４ ， 第 １５２－１５３页， 第 ３９６页。
《邓小 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 中央文献 版社， ２０１１ ， 第 ５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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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谈话时第 次提 ： “改革是中 的第 次革命。”① 邓小 认 改革 革命 都是解 生产

力， 改革是当前解 生产力的 本途 和手段。 论述凸显了社会革命中 生产力 心驱动生产

方式转 的实践向度， 改革开 实践 败的衡量标准之 。 更 要的是 论述已将改革作

社会革命的 实践形式， 体 了马克思 社会革命思想的改革意蕴。
在坚持马克思 本理论， 把握 内 个大局的前提 ， 解答了 时 如何推 社会

革命的时 命题。 首 ， 认 时 中 特色社会 既是中 共产党领 百 大社会革

命的 果， 是 场 大社会革命的继续。 当前， 大社会革命必须立足于 时 个时 背景， 把
握 时 的内涵。 因 ， 强调， 个 时 是中 特色社会 时 ， 而 是别的 时

。 党要在 的历史方位 实 时 党的历史使命， 最 本的就是要高举中 特色社会 大旗

。 次， 认 要 看 场 大社会革命的发展过程， 及时总 社会革命的实践经验。 从
历史的发展和 实的要求来看， 得 场社会革命的最 胜利 是 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 个漫长的

历史过程。 中 共产党在领 场 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 既要总 社会革命实践的历史经验，
又要科学 析 他 家社会革命道路的 败经验。 在 础 ， 继续 行 大社会革命制定

系列的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 最后， 强调社会革命 自 革命的辩证 系， 认 自 革命是社

会革命的推动力量。 中 共产党勇于 行自 革命， 是 时 坚持和发展 场 大社会革命的 要

条件。②
提 共产党人是革命者， 能丧失革命精 。 尤 在 场 在 行的 大社会革命中， 必

须保持革命精 和革命斗 ， 勇于把中 共产党领 人民 行的百 社会革命继续推 去。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

中 共产党领 的百 社会革命是 民 革命 开端， 在社会 革命 建设时期制定社

会革命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 时期开启社会革命实践路 的 模式， 中 特色社会 入 时

来擘画社会革命 程。 在 场百 的 大社会革命中， 历史逻辑起点是 治革命， 逐 行经济

革命、 文化革命、 生活方式革命等多维度的革命实践， 从而实 社会形态的全面构建。 场百 社

会革命的历史贯穿于中 民族实 大复 和共产 大理想的实践当中。
民 革命是中 共产党领 百 社会革命的开端。 １９ 世纪 来， 中 人民在苦难中

难生存， 中 民族遭遇空前 的挑战和极 深刻的生存危机。 中 的 人 士都在 救亡 存的

道路， 而历史证明 中 共产党能扛起 时 的 担， 在苦难中 求中 民族解 的革命实践，
即 民 革命。 民 革命经历了 民大革命、 土地革命、 日战争 及解 战争几个阶

段， 要解 了 民 革命时期 社会的 要矛盾， 即 和中 民族的矛盾、 封建
和人民大 的矛盾。 通过 时期的社会革命实践， 中 人民完 了 “站起来” 革命的阶段性

目标， 确立了中 共产党在社会革命实践中的 心领 力量， 形 了人民群 是社会革命依靠力量的

科学 点。 时期社会革命 本完 了 治革命的内容， 今后的社会革命奠定了 治 础和理

论依据， 形 符合中 实践的社会革命道路提供了历史经验。
社会 革命 建设时期 大社会革命筹划发展方向和路 。 阶段的社会革命 要

个时期。 第 个时期是社会 革命时期， 要解 无产阶 和资产阶 的矛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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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邓小 文选》 第 ３卷， 人民 版社， １９９４ ， 第 １１３页。

： 《 时 争朝 的精 投入工作 开创 时 中 特色社会 业 局面》， 《人民日 》 ２０１８ １ ６日。



之间的矛盾。 时期， 中 建立起工人阶 领 的、 工农联盟 础的人民民 专 的 家

， 确立了 人民 表大会制度、 中 共产党领 的多党合作和 治 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大 本 治制度 及 制 的经济制度。 时期， 中 共产党 灭了 剥削制度， 确立了社
会 本制度。 第 个时期 要指中共 大 来的社会 建设时期， 要解 人民对建立 的

工业 的要求同落后农业 实之间的矛盾，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 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 能

满足人民需要状况的直接矛盾。 要任 是把 尽快从落后的农业 的工业 。 阶段

社会革命的内容和方式已经 民 时期的革命形式 同。 社会革命的目的 是夺 而是

固人民 。 另 ， 社会革命 再通过暴力方式， 而是转化 和 形式。 革命的内容 是单

的 治革命， 而更多体 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 体体 在建立和维 社会 制度方面。 经过
时期的社会革命， 完 了广泛而深刻的 革， 的社会革命实践奠定了 本制度 础和物

质 础。
１９７８ ， 党的十 届 中全会做 改革开 的 大 策， 开启 场 大社会革命的辉煌转 。

邓小 提 改革 是第 次革命， 把生产力革命作 社会革命的 之 。 后， 中 共产党在改革

开 时期社会革命实践所采 的 系列形式和策略都 同的特点， 并形 了 中 特色

的社会革命道路。 江泽民同 心的第 党中央领 集体建 了中 特色社会 场经济体

制， 将中 特色社会 推向了发展的 阶段。 胡锦涛同 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坚持和发展中 特色社会 过程中 得 辉 就。 在 期间， 全面开展社会 经济建设、
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使 的 际地位 断提升， 综合 力日益增强。
阶段的社会革命 要通过对僵化体制的 革，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达到人民富裕、 家富强的目

标。 通过 阶段的社会革命， 确立了社会 初 阶段的 本经济制度和 配制度， 形 了中

特色社会 业总体 局， 开创了中 特色社会 的道路、 制度和理论体系， 树立并捍卫了中
特色社会 大旗 。

时 开启中 共产党领 百 社会革命的 程。 中 在 行的 场 大社会革命是中 共

产党领 各族人民完 中 社会全面 革的 大实践， 是中 全面建设社会 化 家、 本

实 社会 化的 键 骤， 更是中 民族完 大复 ， 实 共产 大理想的 要 节。
时期， 社会的 要矛盾已经转化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衡 充 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解 社会矛盾 中 共产党领 大社会革命的 任 ， 开启了 场 大社会革命的

程。 首 ， 时 中 共产党领 的 大社会革命既要在经济、 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等方
面 行全面的革 ， 又要立足于人民群 的全面发展； 既要 快经济发展 度， 又要增强人民群 的

幸福感、 获得感。 次， 在社会革命形式方面， 继续坚持改革是当前社会革命的 要形式和策略。
“改革开 是 项长期的、 的、 繁 的 业， 必须 又 人接力 去。”① 中 特色社会

入 时 来， 改革既要坚持 确方向， 又要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 险滩； 既要 破思想 念的

障碍， 又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最后， 要做好在社会各领域中 大斗争的准备。 时 ， 场

大社会革命要防范社会各个领域的风险， 勇于针对 治、 经济、 文化、 社会等领域 的困难 行斗

争。 中 共产党要认识到 场社会革命的长期性、 复 性和 性， 断发扬革命精 ， 提高革命本
领， 得 场社会革命的 胜利。

４
① 《 谈治 理 》 第 卷， 文 版社， ２０１４ ， 第 ６７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社会革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社会革命的实践逻辑

中 共产党的领 开启了百 社会革命实践的逻辑起点。 １９ 世纪的中 民族面临 的生存危

机。 社会各阶 救亡 存 动接连失败， 无法 担起民族复 的历史任 。 中 共产党 担起历

史和人民的 托， 马克思 信仰， 改 旧中 的悲惨命 和落后 实 任 ， 实 共产

大理想， 开展了 系列革命行动。 从 民 革命开始， 中 共产党带领中 人民完 了

封建的革命任 ， 建立人民民 专 的 中 ， 改中 饱 欺凌的历史。 在社会 革命和建

设时期， 中 共产党继续开展社会革命实践， 建立起 本的工业和民生体系， 解 了人民群 衣、
、 住、 行等 本民生问题。 难困苦， 玉汝于 ， “改革开 极大改 了中 的面貌、 中 民族的

面貌、 中 人民的面貌、 中 共产党的面貌”①。 在改革开 社会 化建设的 时期， 中
共产党勇做时 的弄潮儿， 在坚持社会 本原则的 础 继 开来、 断创 ， 中 特色社会

迎来了从创立、 发展到完善的 大 跃。 中 共产党 实践证明贫 是社会 ， 落后 是社

会 ， 社会 资本 相比 大的 越性。 中 共产党带领中 人民从 民 革命的浴

血奋战， 到社会 革命和建设时期的 苦卓绝， 再到改革开 时期的创 探索， 最 使 中 屹立

于世界的东方， 在饱 战火洗礼的 土 建立起社会 制度， 改 了中 人民备 欺凌的历史命

， 开启了中 民族走向复 的历史时刻。
在整体性的视域 探 百 社会革命的实践内容。 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的 本 革， 包含社会机

体中各个部 的质 。 马克思在 《共产党 言》 中强调无产阶 革命 仅要改 统的所 制，
要改 统的思想 念。 中 共产党领 的百 社会革命 仅仅停留在 治革命领域， 及中 社

会的各个方面。 从时间发展来看， 场社会革命首 是中 共产党领 人民夺 的 治革命。
革命确立了中 共产党的执 地位， 保证了中 人民的 治 利。 在 础 ， 场 大社会革

命 包含了建立 的生产 系和 层建筑的过程， 表 改 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建立和
维 的社会制度。 在整体性的视域 看 场社会革命， 既要 视 治革命的 要意 ， 又要看到
在 治革命后的经济革命、 文化革命、 生活方式革命的 要内涵。 中 共产党领 百 社会革命的

目的是要完 中 民族的 大复 、 实 共产 大理想。 因 ， 社会革命的任 就 能仅仅停留

在 治革命的范畴中， 要 断 展革命内容， 发掘 革命形式。 中 特色社会 入 时

来， 面对百 未 之大 局的发展 境， 社会革命实践的内容更 多元， 社会革命的任 更 繁

， 社会革命的风险更 隐蔽。 就要求中 共产党 辩证思维、 线思维、 整体思维 析社会革命

的内容， 完 社会革命的任 ， 化解社会革命中的风险。
在社会革命 自 革命的 向互动中推动社会革命 业。 中 共产党的百 奋战既是 部 大社

会革命的历史， 是中 共产党自 革命的记载。 党的自 革命是 大社会革命的推动力量。 从中
社会革命的各个时期来看， 如果中 共产党 能提升党的 性， 能保证革命实践的科学性， 能

破除理论老化、 思想僵化、 利益固化的藩篱， 就 可能 继续推动社会革命前 的动力。 在 民

革命期间， 中 共产党开启 大社会革命的起点， 开创了中 共产党自 革命的 河。 在延
安整风时期， 中 共产党围绕党的思想路线和 治路线， 在革命斗争中推 党的自 革命， 解 党的

作风问题， 实 了革命队伍的自 净化， 确立了 条实 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在 阶段的社会革

命提供了强 力的 治保证。 在社会 革命 建设期间， 中 共产党十 视党组 的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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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在庆 改革开 ４０周 大会 的讲话》， 《论中 共产党历史》， 中央文献 版社， ２０２１ ， 第 ２２３页。



针对党内 的骄傲自满情 、 官僚 、 命 作风 行整顿。 １９５４ ２ ， 在党的七届四中
全会 通过 《 于增强党的团 的 》， 告诫全体党员 部要提高维 党的团 的自觉， 同 破

党的团 、 党中央的威信和统 领 的言论、 行动作斗争。 在改革开 时期， 中 共产党在 场

大社会革命实践中继续坚持自 革命， 在 的历史 境 断 强党的建设。 党的十 届 中全会确

立了党的 确路线， 实 党在思想、 治、 组 路线 的 乱 。 尤 在组 坚持民 集中制，
健全中央领 机构； 在作风 恢复党的 统。 ２０００ 来， 中 共产党在 大社会革命 自

革命的 向互动中形 了 “ 个 表” 要思想， 系统回答了 “建设 的党， 怎 建设党” 的
时 之问。 在 ２０１１ 的建党 ９０ 周 大会 ， 中 共产党得 了 “ 好中 的 情， 键在党” 的
社会革命实践经验， 提 必须在 的历史条件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 的 体要求。 从党的十 大

开始， 中 共产党 壮士断腕的勇气 断开展自 革命。 从群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实” 和
“ 学 做” 专题教育， 到 强党的作风建设， 全面推行从 治党。 自 革命 大社会革命稳

行的压舱石， 得社会革命阶段性胜利的保证。

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百年社会革命的继续

指 ， 时 中 特色社会 是 们党领 人民 行 大社会革命的 果， 是 们党

领 人民 行 大社会革命的继续， 必须 贯之 行 去。① 当今世界 经历百 未 之大 局，
中 处于 个大 可 的历史机遇期， 是中 发展的 要战略机遇期。 时 中 特色社会

的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 ， 总体 机遇多于挑战。 指 ， 越是 得 的时候， 越是
要 如履薄冰的谨慎， 越是要 居安思危的忧患， 绝 能犯战略性、 颠覆性错误。② 当前阶段是中
共产党领 百 社会革命的继续， 要在马克思 理论发展中 求方法， 在 场社会革命的历史发

展中吸 经验和教 ， 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增强革命能力， 在遵循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 理论逻辑 位

体的统 中定位当前社会革命的发展 标和前行路 。 时 中 特色社会 是 场继 开来的

大社会革命， 场社会革命秉 种逻辑的统 ， 体体 个 要方面。
首 ， 时 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高举中 特色社会 大旗 。 马克思 是中 特色社

会 的 要理论来源， 中 特色社会 发展过程 是中 共产党领 的 大社会革命历史的 部

， 在当今中 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实践要落脚于中 特色社会 。 中 特色社会 涵盖了 大社

会革命 种逻辑的统 。 时 中 特色社会 的发展既是 行社会 化建设、 完 中 民

族 大复 的必然要求， 又是实 共产 大理想的必经之路。 高举中 特色社会 大旗 ，
就是要坚持马克思 理论的引 ， 坚持历史唯物 和辩证唯物 在社会革命实践中的

用。 要 历史唯物 视角 析中 社会革命中所遇到的问题。 在解 社会矛盾中 确 用辩证思

维、 整体思维、 线思维。 从 实 发， 勇于实践， 断 求解 问题的方法。 另 ， 高举中 特色

社会 大旗 ， 就是要坚持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中 特色社会 理论指 革命

实践， 中 特色社会 制度 固革命 果， 中 特色社会 道路指引革命路 。
次， 坚持中 共产党在 场 大社会革命中的领 地位和人民群 的 体地位。 中 共产党是

久经历史考验的 党。 从中 共产党 立之日起， 它就 担起 民族谋复 、 人民谋幸福的历史

任。 从 民 革命到社会 革命和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 时期， 中 共产党顽强的革命精 经

住了历史的考验。 从面对大革命失败的血腥镇压到打 日本侵略者的残酷 战； 从坚持 民族复

６
①② ： 《 时 争朝 的精 投入工作 开创 时 中 特色社会 业 局面》， 《人民日 》 ２０１８ １ 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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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苦卓绝的解 战争到 人民谋幸福而开展的社会 革命； 从改革开 初期的举 维 到

时 改革 入 “攻坚期”、 “深水区”， 中 共产党始 攻坚克难， 持之 恒地 行 场社会革命。
从 民 革命 今， 中 共产党 初心， 始 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 中 共产党之所 被历史

选 ， 是因 始 把人民看作历史的创 者， 把人民的利益作 衡量自身工作的最高标准。 因 ， 中
共产党选 了人民， 人民 选 了中 共产党。 中 共产党领 百 社会革命的 要力量是人

民。 中 人民既书写了中 民族发展的辉煌历史， 创 了博大精深的中 文明。 在 场 大社会革

命中， 中 共产党带领中 人民完 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大 跃。 中 人民在 革命

实践中 育 历久弥 的革命精 ， 形 了 时 的革命斗 。
最后， 在社会革命 自 革命的 向互动中推动 时 中 特色社会 的发展。 自 革命蕴含

着把 体发展规律 体 能动性相 合的辩证法内涵。 在坚持历史发展规律的 础 ， 发挥 体

的 能动性， 积极解 在发展过程中 体和 体之间的矛盾， 从而达到 化目的的 果。 第 ， 自
革命是中 共产党的自 革 。 中 共产党要想 得 场革命的 ， 就要始 时 锋、 民

族脊梁。 个 生命力的党必须 据时 要求， 断革 自身发展目标、 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 个

党必须 视在发展过程中 的 问题， 解 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更 在发展过程中 的错

题。 总之， 要 “壮士断腕” 和 “刮骨疗毒” 的勇气 行 场社会革命中的自 革命。 第 ， 党的
建设是 行自 革命的 要方式。 从 治党是中 共产党最鲜明的品质。 中 共产党之所 能 星星

之火的力量燃起中 民族的革命热情， 从而在中 大地 建立起社会 制度， 得 个又 个震惊

世界的 大 就， 中 要的经验就是从 治党。 从 治党就是 马克思 理论要求每 个党员

部， 格的党规党纪 束每 个党员 部， 党的群 路线考察每 个党员 部。 第 ， 自 革命

要求党员 部保持革命精 ， 增强革命斗 。 行百 路者半九十。 要社会 化建设 没 全

面完 ， 中 民族 没 完 大复 的历史任 ， 共产 目标 没 实 ， 中 共产党领 的

场 大社会革命就没 束。 就要求社会革命者时刻保持革命精 和革命斗 ， 把 场延续百 的

社会革命 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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