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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和国庆社论中历史主动精神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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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善于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维护世界和平，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全国

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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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excelled in embodying historical proactivity, consistently
guid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eople, fueled by a profound sense of historical proactivity,
consolidated the fledgling people's regime, advance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upheld world peace. This
not only radically transformed the destiny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profoundly impacted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For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striving towards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he
historical proactivity serves as a vit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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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奋斗历史中形成

和发展的一种精神状态，它体现了党的政治品格和历史自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先后两次提到历史主动精神。

《决议》提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

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

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

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1]。”另外

党的二十大也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

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

加绚丽的华章[2]。”由此可见历史主动精神反映了党把握历

史演变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这种

精神状态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继续前进的重要动力。

我国从 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6年基

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段时期党和人民以强烈的责任担当

使我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体现了这段历史时期党和人民强烈

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深刻揭示了我们过去成功的

经验，为我们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的征程中继续取得成功

指明了方向。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具有权威性和指向性。

从研究对象来看，元旦和国庆对于中国来说是重要的节庆日，

《人民日报》在这两个重要的时间点都会发布社论。依照惯

例，元旦社论多是新的一年的国家建设的展望，新的方针、

政策、路线的出台；国庆社论多是国家建设成果的展示。因

此，选取元旦、国庆社论作为研究对象，能够透视当时中国

社会的政策动向。

一、新中国初期《人民日报》元旦和国庆社论考

察

社论标题是社论内容高度凝练的概括，对于读者来说具

有直观的导向性，使读者能够快速把握社论的大致内容。

（一）新中国初期元旦和国庆社论总体概况

通过《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下载新中国初期（1949—

1956年）的 8篇元旦社论，6篇国庆社论，总计 54813字。

新中国初期的元旦和国庆社论出现了“任务”、“社会主义”、

“世界”等字眼，体现了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标题

精炼，出现“奋斗”、“前进”、“信心”等口号式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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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可以起到宣传动员效果，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

历史担当精神。这种宣传方式适应了当时国内的情景所需，

特别在这一庆祝时间点，采用动员式的语句，将政治动员融

合到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起到了宣传动员的效果。

1952年和 1953年，对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都具有重

要影响。1952年将完成全面的经济恢复工作，抗美援朝战争

接近尾声。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发表祝词，

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团结起来，最后对国家未来发

展做出了展望，“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所

有这些工作，在一九五二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3]”。1953

年，国家开始步入正轨，元旦社论中明确提出了国家未来的

计划和任务，对各项工作都作出了明确部署。党中央向全国

人民提出了加强抗美援朝斗争、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召开

全国人大制订宪法的三项伟大任务。

国庆社论对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进行了阶段性的回顾，

《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远大目标而奋斗》这篇社论强调了

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体现了党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

担当，是历史主动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动诠释。

（二）新中国初期元旦和国庆社论高频词汇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国内生产，是当时亟需解决的主要

矛盾。我国的人民民主基础薄弱，必须在基层社会完成反封

建的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新中国初期党和人民发挥历

史主动精神正是在国内特殊的境遇下展开。

表 1《人民日报》元旦国庆社论（1949—1956）全文高频词

分布表

单词 词频（单位：次）

人民 427

国家 207

社会主义 161

经济 105

计划 71

民主 70

世界 64

任务 64

由表 1可知，元旦国庆社论（1949—1956）位居前列的

词汇分别是人民、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民主、世

界、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人民民主进程，是当时我国人民的迫切要

求。为了建设好新中国，全国人民凝心聚力，为建设独立、

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努力奋斗。

二、新中国初期历史主动精神的表达

如何发挥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用新闻舆论的精神力量

引领国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成为新中国初期新闻宣传工

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元旦和国庆社论具有强烈

的政策导向性，体现了党和人民主动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主

动精神。

（一）以历史主动精神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发扬人民民

主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许多人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持

有怀疑的态度。为发挥报刊社论的舆论导向，人民日报紧扣

国内状况，加紧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提振人民对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心。《人民日报》在 1950年发表

题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的社论，文章总结回顾了过去

一年我国所取得的成绩，鼓舞人民敢于斗争，继续前进。

“中国人民知道自己的胜利具有世界历史的伟大意义。

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已经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阵营的援助下，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

统治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统治，按照自己的愿望，建设自

由幸福的生活。这个伟大的进军，当然不是任何困难所能吓

退的。”该文语气激昂，号召人民树立自信，追求远大的理

想，为当时处于彷徨迷茫的中国人民注入了精神动力。我们

应当如何巩固并完成胜利？社论为人民指明了当时的奋斗

目标：“第一，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

内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

国的大业；第二，厉行生产节约；第三，准备进行或着手进

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是人民民主革

命在军事斗争胜利后的第二场严重斗争；第四，继续加强全

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继续加强中国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

的革命大团结[4]。”这体现了当时《人民日报》社论的政策

导向性，指引中国的前进方向，反映了当时党和人民强烈的

历史主动精神。

（二）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工

业化

据统计数据，“与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相比，1949

年的工业总产值下降 50%，农业总产值下降 20%以上，粮食

产量下降 25%。农村还有 2/3地区没有进行土改，灾民遍地；

城市投机猖獗，物价飞涨，私营资本生产萎靡，失业众多，

交通不畅，整个国民经济百孔千疮[5]。”中国仅用三年时间

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

1956年，中国人民以敢于斗争的历史主动精神提前完成了第

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三大改造，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

义制度。

1953 年元旦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继续加强抗美援朝

的斗争，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制订宪法，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三项伟大任务。这是党和人

民尊重客观规律，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国家发展大势的

正确判断，对当时的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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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各族人民应当团结一致，为新的更伟大的胜利而斗争[6]。”

社论反映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具有鲜明的旗帜导向的作用。

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远大目标而奋斗》的社论。文章指出“由于这一切，在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四周年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是怎

样充满着对于旧时代的痛恨，对于新时代的感激和热爱啊！

在我们的眼前是怎样展开着对于将来的幸福生活的希望，为

着实现这样的希望我们甘愿再付出多少辛苦的劳动啊！”最

后，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激发全民族推进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化的目标奋斗。“伟大的光荣的历史任务正在召唤着我们，

让我们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远大目标奋勇前进吧[7]！”在

艰难困苦的时代环境中淬炼出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的品格，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朝着

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奋勇前进。

（三）以历史主动精神维护世界和平，稳固社会主义阵

营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不稳固，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

外交方针。1956年 10月 1日，新中国成立七周年之际，《人

民日报》发表了《努力建设祖国，维护世界合平》的社论。

文章宣告我国人民已经基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国人民力量的成长和壮大，将进一步加强整个社会主义

体系力量和威望，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文章认为我

国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已经取得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兄弟般的援助。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将发挥出更大的

作用，其中谈到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正日益

增强，全世界的和平力量不断壮大，推动世界局势朝着持久

和平的方向发展。

1955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迎接一九五五年的任务》

的社论。社论开篇即提出一九五五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

重要的一年。社论指出了 1956年所面临的挑战，“今年的

经济工作的任务所以特别繁重，还因为与工业发展密切不可

分的农业生产接连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虽然经过人民政

府和全体农民的努力，农业生产仍是上升的，但是都还没有

达到原定的增产指标，因而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消费品的供

应也受到了限制。”社论指出了当年所要面临的经济形势，

同时也指出了当前的世界局势，提出“现役革命军人应当丝

毫也不放松战斗准备，继续时刻警惕地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保卫全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8]”。

和平的环境是推进工业化建设的重要条件，但是维护世界和

平的斗争依然艰巨，需要长期反复的斗争。

三、结语

新中国初期党的工作紧紧围绕“为人民建江山”的时代

境遇展开。这一时期党和人民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

党在长期实践中总结了三个主题：“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发

扬人民民主”“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

“维护世界和平，稳固社会主义阵营”。生动体现了新中国

初期党和人民尊重规律、坚持人民至上、勇于开拓的历史主

动精神，并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推

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在伟大的实践中彰显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前进继续发扬历史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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