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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区区一万来字，却被称为

“红色中华第一书”。

1848 年，马克思和恩

格斯执笔完成的《共产党

宣言》在英国伦敦出版。

1920 年春天，中国青年知

识分子陈望道一边苦译，

一边感受着非常甜的“真

理的味道”。当年8月，《共

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

本在上海出版。

这本书高 18.1 厘米，

宽12.4厘米，共56页，封面

印有马克思的照片。问世

时，它有两个版本：8 月出

版的首版共印 1000 册，封

面为红色，由于排版疏忽，

封面书名错印成“共党产

宣言”。一个月后，小册子

再版，书名更正，封面改为

蓝色。

小册子问世后，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传播开

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

重要的铸魂作用。

目前，首版红色封面

的《共产党宣言》在全国仅

发现12本，上海存有5本。

一红一蓝两个版本，均是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

的国家一级文物。

一百多年来，小册子

中的真理养分滋养中国大

地，不断结出甘甜果实。

有人为守护它，舍生

忘死——1927年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共

产党早期党员张静泉将包

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一

批党的文件和书刊带回宁

波老家保护起来，自己悄

悄返回上海。几番忖度，张

静泉的父亲张爵谦编了个

“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

事，将文件密藏进张静泉

衣冠冢。新中国成立后，年

事已高的张爵谦仍然等不

到儿子的消息，便将衣冠

冢内文件取出，嘱托三子

张静茂将其上交党组织。

有人为理解它，反复

研读——1936 年 7 月，毛

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

德加·斯诺说，“有三本书

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

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其中就包括陈

望 道 翻 译 的《共 产 党 宣

言》。毛泽东说，“马列主义

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

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

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

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

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

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

的启发。”

有人为实践它，飞扬

青春——在复旦大学《共

产党宣言》展示馆，一支名

为“星火”的党员志愿服务

队不断讲解宣言故事、实

践宣言精神。2020年，党的

99 周岁生日到来之际，他

们写信给习近平总书记，

汇报参加志愿讲解服务的

经历和体会，表达新时代

青年学子做《共产党宣言》

精神忠实传人的信心与决

心。

不久，总书记的回信

到了，大家欢腾雀跃。习近

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表示：

“现在，你们积极宣讲老校

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

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

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希望你们坚持做下去、

做得更好。”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习近平总书记说，面向未

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

念、矢志拼搏奋斗。希望广

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

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

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

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

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智慧和力量。

走进内蒙古博物院的

草原丰碑展厅，一张震撼

人心的线路图映入眼帘。

“看着‘满洲里红色秘

密交通站线路图’，听着讲

解员动人的讲解，仿佛回

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

岁月。”参观者李蓉感叹

道。1928年，怀揣中国革命

火种的中共代表们，冒着

生命危险穿越国境，一路

艰辛奔向万里之外的莫斯

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7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

区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

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

在中国革命的重要之时召

开的一次关键性大会，具

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据统

计，从满洲里出境的党的

六大代表共有 92 名，包括

周恩来、邓颖超、蔡和森、

李立三、瞿秋白等人。

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

教研部教师徐冀宁介绍，

1927 年 7 月，乌兰夫从莫

斯科中山大学毕业，9月被

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的

中国班担任课堂教学翻

译，在课堂上为苏联的老

师和来自中国的学员当翻

译，这样他的俄语水平在

之前的基础上又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1928 年 6 月党

的六大召开之时，组织安

排乌兰夫、佛鼎、李培之等

俄语较好的同志去做会议

文件的翻译工作。乌兰夫

被选调到了大会的秘书处

做大会文件的翻译工作。

为了保密，乌兰夫直至大

会召开前夕、在一个深夜

抵达会场之时才得到关于

大会的确切通知。乌兰夫

后来回忆：“千里挑一，我

能被选来做这么重要的工

作，表明了组织上对我的

信任。”这次工作经历对22

岁的乌兰夫来讲是一次很

好的历练和锻炼。

党的六大结束后，周

恩来同志来到中山大学看

望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学

生，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

大精神、分析了国内革命

斗争的形势，并鼓励大家

好好学习，学成回国后为

祖国的革命贡献力量。与

周恩来同志的交谈，使乌

兰夫等同志深受鼓舞。

“大会文件翻译是分

段进行的，乌兰夫虽然没

有得到全部文件，但从经

手翻译的部分中，也大致

了解了大会内容，后来听

了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传

达，对党的六大精神和国

内斗争形势就知道得比较

全面了。乌兰夫拥护党的

六大确定的路线，关心国

内斗争，尤其对内蒙古地

区 的 革 命 ，更 加 放 心 不

下。”呼和浩特乌兰夫研究

中心主任李志明说，“1928

年下半年，和乌兰夫同时去

莫斯科的同学大部分已陆

续回国。一想起国内的斗争

形势，他就坐不住，很想把

学到的革命理论和苏联革

命经验带回祖国，带回内蒙

古，到人民革命斗争中去实

践。1929年9月，乌兰夫回

到了阔别 4 年之久的内蒙

古，很快就在土默川站住了

脚、扎下了根。”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19281928年年66月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
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乌兰夫参与了大会文乌兰夫参与了大会文
件翻译工作件翻译工作。。（（图片由乌兰夫纪念馆提供图片由乌兰夫纪念馆提供））

乌兰夫与中共六大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赵 娜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

村的沈浩纪念馆，陈列着

沈浩塑像、其生前所用物

品、撰写的工作日记及所

获荣誉。沈浩生前宿舍里，

堆满书籍的桌柜、简陋的

床铺被当地居民按原样保

持，就像他从未离开一样。

沈浩，1964 年 5 月出

生，先后任安徽省财政厅

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

调研员。2004年2月，沈浩

作为安徽省选派农村任职

干部，到凤阳县小溪河镇

任党委副书记，小岗村党

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

当“省城干部”沈浩初

到小岗时，村委会账本上

只有3万元的集体欠债。他

先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把全村 108 户人家跑了两

遍，看实情、听真话，再组

织村里骨干人员去外地名

村参观，大家一起为小岗

发展“把脉问诊”。

为了全身心扎根农

村，沈浩先将一直生活在

一起的老母亲托付给在农

村的哥哥照顾，又把在省

城的女儿接来农村读书。

在沈浩的带领下，小

岗村的发展道路愈发清

晰，小岗人的奋斗热情愈

发高涨：农产品交易难，

就建起农贸市场；生产效

率低，便探索规模经营；

收 入 结 构 单 一 ，就 建 起

“大包干纪念馆”发展旅

游业……小岗村的困难局

面逐渐改变。

2008 年，小岗村农民

人均收入达到 6600 元，比

当时全省人均水平高出

39%，是沈浩初到小岗村时

的 3 倍。小岗人将他称为

“我们离不开的好干部”。

由于沈浩工作出色、

群众信服，当沈浩两届任

期将满时，小岗人舍不得

他离开，两次摁下鲜红的

手印“请愿”连任，期盼他

继续带领小岗人谋改革谋

发展。

沈浩用年轻的生命诠

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

人民的无限忠诚。2009 年

11 月 6 日，年仅 45 岁的他

因积劳成疾而心脏病突发

逝世。噙满泪水的小岗人

又一次摁下红手印，请求

将沈书记永远“留”在小

岗。

在沈浩牺牲后，中组

部号召全国各条战线的共

产党员、广大干部和公务

员向他学习，做人民群众

离不开的好党员、好干部。

同时，沈浩被追授“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全国“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等荣誉称

号。

如今，在小岗村东北

一隅的陵园内，沈浩长眠

于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

上。 （据新华社报道）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在“红色中华第一书”中感受“真理的味道”
文/新华社记者 郭敬丹 吴振东

沈浩：一心为民 无私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