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上的守纪律讲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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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实践

证明，严明党的纪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建党原则，是我们党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

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党赢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重要政治法宝。我们党 90多年艰难曲折的奋斗，

可以说正是靠着它走过来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坚持用严格的纪律立党。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

只有 15条，但其中有多条涉及党的纪律，如“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

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

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

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该地区设有执行委

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这些规

定虽然比较简单，却为党组织的管理、监督、巩固和发展发挥了作用，也为党的纪律建设埋下了“种子”，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2 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史上的第一个党章，共六章，其中第

四章“纪律”是专门为加强纪律建设而设立的，开启了党章中专门论述党的纪律的文本先河。二大党章共

有九条关于纪律的条文，其中前五条是有关组织纪律方面的，主要是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核心是“全国

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

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后四条主要是针对党员个人的

纪律要求，明确了六种必须开除党员党籍的情形。党章关于纪律的规定，鲜明地体现出党的二大通过的《关

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所说的“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

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这一重要思想，标志着党从成立伊始就建立在严格

的组织纪律性的基础之上。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这种在党章中

设立“纪律”专章的模式，一直被此后的党代会所继承和发扬，体现了我们党对基本特性的始终坚守和自

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坚持把纪律建设摆在首要位置，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制定和完善

政治、组织、群众纪律。1927 年 10 月 24 日，在荆竹山的“雷打石”前，毛泽东简略地介绍了去井冈山

建立根据地的情况，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并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一规定，就使工农革命军与军阀部队的作风形

成了鲜明对照。1928 年 1 月 20 日，针对纪律方面出现了一些情况，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

全体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一、还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不骂人。并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检查“六

项注意”执行情况，做到对群众秋毫无犯。1928 年 4 月 3 日，毛泽东在湖南省桂东县的沙田村把修改后

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合在一起正式向部队进行了颁布：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三大纪律六项注

意”从此成为人民军队的基本守则，并逐渐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作

为一个完整的纪律体系，从制度上严明了部队的纪律，有效克服了军队内部的纪律观念淡漠、流寇主义、

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形成了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军民关系，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和瓦解敌军，都

起了重大作用。



延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成熟、事业的不断发展，党的纪律建设也日渐完善，为保证党和人

民军队的纯洁巩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37 年 10 月，黄克功逼婚杀人

事件震惊陕甘宁边区，国内外一些报刊把它当成共产党的“桃色案件”，抢先发表，大肆渲染，攻击和污

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毛泽东主张对黄克功处以极刑，并以此事来教

育党、教育红军，并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

的纪律”。黄克功被依法处决后，在抗大、在延安，乃至在西安、太原等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产生

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委罪于人，不枉法，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

了不起。”1938年，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是一次在全党“立

规矩”的重要会议。会议首次明确要求，全体党员要做到“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的科学论断，强调“没

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1941 年 9 月 10 日，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

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强调了路线的指导性及党的纪

律的重要性，两者一正一奇，相辅相成，共同指导着党的事业向前迈进。1942 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后，毛

泽东就讲，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

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包括纪律和规矩建设在内的党的建设，被毛泽东豪迈地称为“伟大的工程”，成

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

西柏坡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所，但同样是严纪律、立规矩的地方。“进京赶考”前，中央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定下的六条规矩——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

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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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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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

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纪律规矩对我们党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而顺

利地转变为在全国执政的执政党，有着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到西柏坡视察，在当年中央政治

局开会的屋子里与人们座谈时，深刻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

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得到充分尊重和严格执行，党的团结统一就有保证，我们的

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遭到践踏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就受到威胁，我们的事业就遭

受挫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就大打折扣。纪律严明成为党的一个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上海、井冈山、

延安、西柏坡、北京，这些立规矩的地方，都成为醒目的路标，上面都写着“纪律”二字；每一段行程的

跨越，靠的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