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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傅 昭 中

内容提要 :本 文根据邓小平同志有关论述,阐 明了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

新发展阶段的今天发扬艰苦奋斗创业精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者认为 ,艰 苦创业是

从中国回情出发 ,实 现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基本途径,是贯彻勤俭建国方针 ,抗住腐

败现象的重要保证。并且认为我国不宜搞高消费 ,应 当提倡适度消费。在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应当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
·
关键词 :《 邓小平文选》 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 艰苦奋斗 反腐倡廉

邓小平同志在 80年代不断倡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多次强调要发

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并且严肃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失误 ,就是放松了艰苦奋斗的传

统教育。gO年代的今天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本世纪末初

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新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对艰苦创业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作一些理论的思考 ,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是有重要意义的。

早在 80年代开始 ,邓 小平同志就强调
“
我们对于艰苦创业 ,要有清醒的认识。帅]1989年

3

月,邓小平同志在《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一文中深刻指出 :“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思想

政治工作薄弱了 ,⋯ ⋯最重要的一条是 ,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 ,

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
同年 6月 ,政治动乱结束后 ,邓小

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强调 :“ 三部曲
”
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 ,“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
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但是艰苦奋斗的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 ,“ 是我们

很大的失误
”
。并且明确指出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 ,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 ,一直要抓六

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 ,越要抓艰苦创业。
”

为什么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强调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呢?因为艰苦奋斗 ,是指一种人们在

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实现其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 ,它既包涵生活上的

艰苦朴素、倡俭崇实的风尚,更包涵事业上的不畏艰难、顽强奋发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

族传统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 ,是 中国共产党人在萆命和建设中战胜因难取得胜利的传家之宝。在

我国加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又阝小平同志强调艰苦奋斗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

因 :

第一 ,艰苦创业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实现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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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 ,我们党明确的提出艰苦奋斗曾有两次 :第一次是 19连 9年 ,当 我国的民主革命即将

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 :“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但革命

以后的路程更长 ,工作更伟大 ,更艰苦
”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
。第二次是我

国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的时候 ,毛泽东又一次告诫全党 :

“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

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 ,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
’’Ez]。 应当承认 ,在建国后

的前 30年 ,我国的经济建设由于受
“
左

”
的影响,有成绩也有重大的失误 ,然而艰苦奋斗的传统却

始终是激励广大干部和群众度过不少艰苦岁月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错误方针 ,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 ,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 ,邓小

平同志在 1980年 1月 提出,80年代里需要做好四件事 ,其中之一就是
“
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

业精神
”
,并把这种精神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Es3。 这就从我国的国倩出发 ,

将毛泽东提出的
“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
,上升为实现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基本途径。根据邓小

平同志的这个思想 ,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
“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
写入了党的基本路线之

中,成为这条基本路线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把艰苦创业作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依据有两个方面 :一是国情 ,二是奋斗目标。国

情如何?“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丬叼。奋斗目标是什么?“发展经济 ,到本世纪末翻两番 ,国 民生

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 ,人 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又阝小平同志认为 ,“这个目标对发达

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但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雄心壮志 ,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在这

个基础上 ,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 ,力 争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我们的目标 ,不是很容易

的。
’’Es]事

实证明,由 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所决定 ,在经济建设中会遇到诸多的困

难和矛盾 ,例如资金短缺和发展速度的矛盾 ,积 累和消费的矛盾 ,提高效率和扩大就业的矛盾 ,一

部份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 ,等等。在解决这样诸多的矛盾和过程中 ,

说大话、喊口号无济于事 ;消极旁观、牢骚埋怨也于事无补。我们只能靠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在坚

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脚踏实地 ,努 力奋进。

第二 ,艰苦创业是贯彻勤俭建国方针 ,抗住腐败现象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同志指出,提倡艰苦创业
“
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杜绝各种浪费

”
,“ 任何浪费都是犯罪

”
,

“
无论是在生产建设以前 ,生产建设过程中间,还是在生产建设得到产品以后 ,都不允许有丝毫的

大手大脚。丬Ⅱ近年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但 由于诸多的原因,社会上的浪费奢侈

之风也愈演愈烈。有人统计 ,一年用于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的资金达 1000亿元。还有用公款修建

楼、堂、馆、所甚至私人住宅 ,以 及购买豪华进口汽车、盲目修建高档娱乐场所等等 ,又要挥霍资财

多少呢?这样挥霍浪费的资财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能办多少大事是不难估算的。例如我国正在

实施的三峡水利工程 ,其静态资金的概算为 954亿元。这就是说 ,一年的享乐挥霍就相当于三峡

工程的全部投资。真可谓
“
奢侈之风 ,甚于天灾

”
。

明朝学者何瑭曾说/风俗奢僭 ,不止耗民之财 ,且可乱民之志。
”r?]奢 侈浪费的风气也是影响

社会安定的诱因。由于奢侈成风 ,使众多诚实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因为不

成比例的低收入而囊中羞涩 ,引发心理的严重失衡 ,挫伤了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 ,减弱了对党

和政府的信任感。由于追求奢侈 ,有的人不择手段 ,违法犯罪 ,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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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一些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的干部 ,因经不起物欲的诱惑而丧失革命的气节和人格 ,滑入腐化

堕落的深渊。

邓小平同志在讲到提倡艰苦创业时说 :“坚持这个传统 ,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

,“克服腐败现

象Ⅱ l。 奢侈浪费与消极腐败是互相朋比,互为因果的。弄权勒索、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的腐败分子

和腐败行为 ,必然污染社会风气 ,散布纸醉金迷的拜金主义,掀起奢侈浪费之风。f侈则多欲 ,欲则

丧志
`挥

霍浪费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必然滋生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所以,反腐与倡廉 ,节

佳与抗夜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我们既要依靠法制惩治腐败分子和预防腐败行为 ,以 促进社

会风气的裉本好转 ,又要始终不渝地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坚持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教

育 .以 形成抗腐防腐的社会环境。

为了弘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在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 ,

我们还必须对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给予澄清 ,以达到正本清源、标本兼治的目的。

有人认为 :高福利可以促进多生产 ,高消费可以促进高速度。这是不正确的。邓小平同志在

19SO年 就指出 :“林彪、
‘
四人帮

’
提倡什么穷社会主义、穷过渡、穷革命 ,我们反对那些荒谬反动

的观点。但是 ,我们也反对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 ,因为这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发展

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丬叫1984年 ,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日本朋友提出实行高消费的建议时

说 :“我们国家的倩况有所不同 ,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
”[l°31989年 动乱结

束后 ,邓小平同志从总结经验的角度又指出 :“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 ,后来 日子稍微好

一点 ,就提倡高消费 ,于是 ,各方面的浪费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法制不健全 ,什 么违法乱

纪和腐败现象等等 ,都出来了。顷u彐
可见 ,高福利和高消费都不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实际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

活的需要 ,消 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但是 ,如果不切实际的消费过高 ,就会影响扩

大再生产 ,从而阻碍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国有企业f自 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内部分配方式
”
的前

提 ,是
“
职工工资总额增长率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 ,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本企业劳动

生产率增长
”
。这样才能克服某些单位乱发福利 ,搞分光吃光的短期行为。再从我国的现实情况

看 ,目 前还属于发展中国家 ,城镇居民的年均收入还不足 zO00元 ,全国尚有 8000万人未解决温

饱问题 ,有 5000万残疾人需要社会支助 ,有成千上万的失学儿童期盼
“
希望工程

”
。即使在本世纪

末实现经济翻两番 ,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是进入中等收入偏低的国家水平。困此 ,高福利、高

消费有悖于我国的国情。我们不主张过
“
苦行僧

”
的生活 ,应当致力于发展生产 ,尽 力提高人民的

生活水平 ,但全社会应该保持与经济发展相称的、合理的、适度的消费。

有人认为 :提倡艰苦奋斗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主张什么
“
四菜一汤 ,生意泡汤 ;十

菜一汤 ,生意兴旺”
。似乎市场经济就必须花钱铺路,打通

“
关节

”
。这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邓小

平同志讲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顷1"。

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是要使市场在国

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中通行的是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原则。在市

场这个战场上 ,谁能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出质量高、档次高的商品,谁就能在竞争中击

败对手。而商品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技术之争、人才之争、管理素质之争。适者生存 ,劣者淘汰 ,

岂是靠吃喝关系所能解决?市场经济在市场发展上所实行的是开放性原则 ,它要求冲破一切市场

割据和封锁 ,乃至打破国界让一切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通 ,那种企图通过不正之风搞垄断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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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垄断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自强不息、赶超先进的艰苦创业精神 ,岂

是靠邪门歪道的关系能在市场中站住脚?再者 ,市场经济不能脱离社会制度而存在 ,我们实行的

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其 目的
“
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

’’ElJ,这

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择手段的只顾赚钱 ;是与改革的宗旨相背的。正如邓小平同

志所说 :“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 ,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

质 ,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EI‘〕

有人认为 :提倡艰苦奋斗对于有经济实力的单位和掌握权力的机关是必要的 ,对于学校这样

本已艰苦、清贫的单位则没有必要。这种看法也有片面性。学校比较艰苦、清贫这是事实 ,国家应

当着力解决 ,但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也不能放松。其一 ,学校不是与社会隔离的真空地带 ,学校的

个别部门或个别人仍然有奢侈浪费、贪污腐败的行为。这些行为加重了学校本已是经费不足的财

力负担。其二 ,我国的教育在整体上还很落后 ,这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切实落

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还有一段十分艰难的路程。这就需要教育部门的干部和全体师生

具备艰苦创业的奋发精神。其三 ,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教育是塑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对

学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我校在学生中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表明,学 生在价值取向上呈多元化的趋

势。例如 ,在问卷调查中选择“衡量人生价值大小是金钱
”
的有 9.3%,选择

“
吃喝玩乐尽情享受幸

福观
”
的有 4.6%,赞同

“
自我设计、自我奋斗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

”
的有 “.6%,选择

“
争

取个人物质物益的主要方式是不择手段
”
的有 5%,认 为

“
艰苦奋斗与时代精神相矛盾

”
的有

11%。 以上几项数据表明,在高校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 ,对学生进行正确而有效的人生价值导向 ,

是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如何弘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呢?其途径是多方面的 ,形式是多样的,关键的问题是要把经

济搞上去 ,核心的问题是要使广大人民有理想。邓小平同志说 :“ 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

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 ,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因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 ,战胜千难万

险使革命胜利呢0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 ,有马克思主义信念 ,有共产主义信念。
”EⅡ ]他还说 :“我们

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 ,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 ,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

信念、就没有凝聚力。丬】钔总之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我 们仍然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 ,

把理想教育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结合起来 ,使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懂得 :“从建国起 ,用-百年

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 ,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 ,将是很要紧

的时期 ,我 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 ,责任大啊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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