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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价值追求 

张万红  贾义春 
（火箭军工程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38） 

摘  要：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延安，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重温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光芒，更能深刻感悟到中国共产党“彻底地为人民

的利益工作”的永恒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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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

地时强调，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

入党章，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

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

志刊发重要文章《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

安精神》，再次强调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

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创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

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

要组成，要代代传承下去。 

一、“为人民服务”如何提出 

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一著名演讲中，

首次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这一思想。在延安枣园

革命旧址西北方向有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一座张思德雕像，雕

像右边的石碑，介绍了张思德生平，雕像左边石碑，刻着《为人

民服务》的全文。这个广场被命名为“为人民服务纪念广场”。

毛泽东就在此作了《为人民服务》这一著名演讲，这即是一篇悼

念革命战士的悼词，更是一篇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宣言。在革命战

争年代，牺牲的事情经常发生，张思德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也

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事迹，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普通战士

举行追悼会上发表讲话，来讨论党的宗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呢？ 

演讲开宗明义，“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

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第一次用鲜明的语言概

括了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也集中概括了张思德精神，就

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精髓，也是其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因为这样的宗旨要求共产党员的一切言

行，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

为最高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这与毛泽

东后来概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

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意思完全一致，都突出强调了

我们党为人民谋利益这一宗旨。 

二、“为人民服务”为何提出 

从历史角度上看，毛泽东在这样一个场合讨论党的宗旨这样

一个重大问题，是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需要。1939 年

毛泽东就提出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关于党的宗旨问题，

是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需要。当时延安正在进行的整风

运动也是为解决这个问题的。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共产党领导的

根据地周围，连续进行“扫荡”和残酷的“三光”政策。抗日根

据地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地老百姓负担很重，所以出现了群

众对我们“敬而远之”的现象，由此提出了如何保持和建设党的

先进性问题。在七大讲话中，他深刻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

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

宗旨。”七大党章首次增加了总纲部分，并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

民服务写进其中。当时的延安整风也已到了后期，党的思想路线

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那么关于如何保持和建设党的先进性，就必

须要解决党的宗旨问题。 

同时，关于党的宗旨问题的讨论也是关系到执政党建设的一

种考虑。当时，我们不仅要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还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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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我们党必须通过加强自身建

设，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为夺取抗战胜利创造和奠定各方面工

作的重要基础。 

三、“为人民服务”的永恒价值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价值追求。张思德的牺

牲，还引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追求的思考。《汉书·司

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写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

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观价值观最高境界。

毛泽东在演讲中引用了这种说法，“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

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

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

重的。” 

判断一个人死得是不是有意义，唯一的标准是看他是不是为

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切记革命部队的主旨，在世为人民的好

处服务，死为人民的好处牺牲，表现了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的精神。

由于他为人民的好处而死，因此他的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所

以说“比泰山还重”。精忠报国者名垂青史，不忠不义者遗臭万

年。毛泽东继承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生

价值追求，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

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中国人民正在

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

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

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崇高的，也是具体的。延安

时期，我们党不仅把“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形

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干群关系，也具体体现在无数像张思

德这样普通又不平凡的先进模范人物身上。在我们党近百年奋斗

历史中，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前

赴后继，义无反顾，无私奉献，就在于他们心中始终以人民利益

为核心，这种人生价值的追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党员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是人民利益，共产党人以天下为

公，这个天下不是一党一派一人的私利，而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

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

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

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

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权衡批判准确与否的规范只有一个，就是能否契合人民的利

益。在杨家岭革命旧址的七大会场的两侧有六块木牌，其中两块

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在报告中专门对这句话做

了解释。他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

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在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

以及其他关系民生的系列举措，对减轻人民负担、改善党群关系，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46 年元宵节时，川口乡的老百姓给毛泽

东送了一个匾额，上面有四个字“人民救星”。从 1941 年老百姓

对我们的“敬而远之”到 1946 年的“人民救星”，这看似平凡的

两件小事，却是党的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动写照。1947 年国

民党军数倍于我军进攻陕甘边区的时候，党中央能够坚持留在陕

北并最终取得胜利，如果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人民服务，张思德不是说在嘴上写在报告里，而是体现在

小到送还老百姓家的猪，大到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的事情上。今

天我们不缺少为人民服务的理论阐述，也不缺少为人民服务的资

源和组织，张思德精神也不是历史的古董供我们去鉴赏，他应该

是能够融入新时代，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强大的精

神动力。新中国成立后，1954 年 9 月 20 日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

法总纲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

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这就把为人

民服务从全党的基本要求上升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70

多年来，《为人民服务》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褪色。为人民服务

这一永恒主题必将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发挥着重大而深刻的影

响。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千

万要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

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着为人

民服务是我党永恒的价值追求，代表全党表达着对人民的挚爱。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我们

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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