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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 

  

沈阳市首届职工文化艺术节——“五月放歌”职工合唱比赛          沈阳市教科文卫系统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文艺汇演——党在我心中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庆祝建党 90 周年大会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庆祝建党 90 周年大会 

沈航职工合唱团获特别奖                                    全体人员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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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历程 

中共一大 

这是一幢建于 1920 年的具

有典型上海风格的石库门楼房，

楼下一间 18 平方米的客厅就是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的召开地。 

l 上海成为中国的红色发源

地 

l 7 月 1 日成了党的诞生纪念日 

l 中共一大的召开 

铁流奔涌聚工农 

88 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幢两

层砖木结构金字瓦顶的房子，中

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里召开。 

l 树起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

命”的大旗 

l 赤都广州：国共合作“梦开

始的地方”  

l 狂飙突进  北伐战争 

惊天动地铸雄师 

84 年前的 8 月 1 日凌晨，

中国共产党人用南昌城中的稠

密枪声，向世界发出了独立领导

中国革命的宣言。 

l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的第一枪 

l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中出政

权 

l “党指挥枪”  党组织建在连上 

井冈山道路 

80 多年前，毛泽东总结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在这里

完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

能够存在？》等名篇。 

l 中国的红色政权 

l 井冈山作为根据地 

l 1928 年朱德与毛泽东会师 

 

 

 

 

红旗漫卷长征路 

76 年前，在这栋小楼里召开

的一次会议，深刻地改变了党和

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

历史进程。 

l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重

要“转折点” 

l 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l 长征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同仇敌忾御强虏 

胜利完成长征不久，中共中

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

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

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

略。 

l 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方针 

l 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l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拼将热血筑长城 

1937 年 7 月 7 日夜，疯狂的

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制造了震惊

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

侵华战争。这一天，也标志着中

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l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全

国性抗战的开始 

l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 

l 八路军第 115 师取得平型关大捷 

永远高扬的旗帜 

七大的重大历史功绩是确

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毛泽东

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

章。七大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 

l 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

飘，革命万里起高潮 

l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l 毛泽东思想开始写在党的旗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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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翻地覆慨而慷 

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从辽沈大地到

华北平原，从黄海之滨到淮河

两岸，人民解放军在广袤的土

地上同国民党军队展开决定

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大决战。 

l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l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l 将革命进行到底 

豪情满怀绘蓝图 

1948 年 5 月，毛泽东等来

到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

从此，西柏坡便成为中国革命

的中心，也成为中国革命战争

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l 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一

个农村指挥所 

l 为新中国设计了宏伟蓝

图 

l “两个务必”成为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改天换地新纪元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

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从此，每年 10 月 1 日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l 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事件 

l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

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l 开国大典定在这一天 

革故鼎新开新局 

当翻身农民将象征着封建

剥削制度的地契付之一炬的时

候，“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终于

实现了。 

l 亿万中国农民成为土地

的主人 

l 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l 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 

 

 

 

一切权力归人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

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

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

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l 不断探索实行人民民主

的具体形式 

l 中国掀起了历史上第一

次规模空前的选举热潮 

l 基层选举在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敢教日月换新天 

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

线的主体。实现工业化，优先

发展重工业，是国家独立富强

的必然要求。 

l 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

线的主体 

l 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

度提高 

l 实现了空前的社会变革 

和衷共济万象新 

1949年9月21日晚7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

仁堂隆重开幕。 

l 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

个特点和优点 

l 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已形

成制度 

l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取得重要成果 

民族团结新篇章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

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伟大创举。 

l 1922 年 7 月首次提出了

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 

l 各民族以平等的身份成

为国家的主人 

l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 56 个民族的共同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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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奠基业 

经过执行“一五”计划后三

年多的实践，党的领导人开始思

考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

社会主义道路。 

l 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批解放

牌卡车驶出装配线 

l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

炸 

l 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筚路蓝缕外交路 

到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

国已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

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 

l 1949 年，毛泽东先后提出

三条方针。 

l 至 1951 年底，新中国已与

20 个国家正式建交 

l 新中国成立提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 

思想解放破迷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

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多领

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 

l 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在徘徊

中前进的局面 

l 真理标准讨论很快形成一

股思想解放的洪流 

l 我们党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非同

寻常、影响深远的会议。 

l 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 

l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l 党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 

拨云见日启航程 
198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l 解放思想的起航之路 

l 强国富民的进取之路 

l 创造奇迹的奋进之路 

冲破桎梏天地宽 

1984 年 10 月 20 日，党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

定适时地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

转向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的全

面改革。 

l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 

l 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

城市 

l 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 

瞻远瞩筑通途 

1984 年 10 月 20 日，党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

定适时地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

转向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的全

面改革。 

l 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

大召开 

l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l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突破藩篱春雷起 

1992 年春，在改革开放的

又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

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犹如声

声春雷，起于南海之滨，响彻

神州大地。 

l 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

要谈话 

l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l “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的称号 

旗帜指引康庄道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

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l 新“三步走”目标是对邓

小平“三步走”战略的进一步

展开和具体化。今天，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新“三步走”

战略目标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第 5 版                                          沈航图苑                                         2011 年 6 月 

统一伟业谱华章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

提出的伟大构想和重要方针，香

港回归以来的发展，充分证明了

“一国两制”所蕴含的治国智

慧。 

l 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 

l 两岸直接“三通”已成现实 

l 一国两制，尽显治国智慧 

基层劲吹民主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农

村，到 2008 年底，中国 60 多万

个建制村中绝大多数进行了 7次

以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 

l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基层群

众的又一创造 

l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 

l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依法治国铸伟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有

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的十六字方针。 

l 一个觉醒重生的年代 

l 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l 一个科学发展的年代 

百舸争流千帆竞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首先

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

制开始变革。 

l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

济体制开始变革 

l 非公有制经济打开“禁区” 

l 体制机制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 

放眼世界揽风云 

中国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主题，积极调整外交战略，坚持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

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l 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l 实行睦邻外交和打破西方

国家的“制裁” 

l 中国全方位外交大有可为 

与时俱进谱新篇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

础上，积极探索加强党的建设的

有效途径。 

l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l “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

阶级先锋队” 

l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 

更上层楼奔小康 

在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十

七大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奋斗目

标的新要求。 

l 把贫困的中国建设成小康

的中国 

l “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l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 

科学发展闯新路 

2003 年 4 月，胡锦涛在广

东考察工作时提出，要坚持全面

的发展观，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 

l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

发展 

l 第一要义是发展 

l 核心是以人为本 

世纪跨越谋发展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后，新世纪的霞光在向人们召

唤，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现代化

进程即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l 可持续发展战略 

l 科教兴国战略 

l 西部大开发战略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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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一大：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初分别在上海和淅江嘉兴南潮船上召开。主题：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党的工作决议。

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个国家

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任务是废除资本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是中国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具有深远伟大的历史意义。 

二大：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在上海召开。主题：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

低纲领。大会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

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三大：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在广州召开。主题：为解决国共合作问题统一党内认识。会议认为，无产阶级要打败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争取革命胜利，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盟者。同时又正确估计了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及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批评了张国焘等人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错误。党的“三大”确

定的国共合作方针与政策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四大：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在上海召开。主题：研究和确定党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

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

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总结了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性。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 

五大：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月 9 日在武昌召开。主题：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陈独秀右

倾错误，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及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没有提出如何争夺革命领导权及满足农民

土地要求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也没有对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提出具体措施。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因此，

“五大”没能起到挽救革命的作用。 

六大：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月 11 日在莫斯科召开。主题：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新的历史时期的路

线与政策。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仍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

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中，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批了“左”倾盲

动主义错误。“六大”的这些决议与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忽视了农村根

据地的重要性，而且错误地把民族资产阶级当成“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埋下了后来“左”倾错误的根源。 

七大：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主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在中国实现光明的前途。毛泽东作了《论

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大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

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

为党的指导思想。新党章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大会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把党在长期奋

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

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在组织上、思想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最后取得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胜利奠定了基

础。 

八大：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在北京召开。主题：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总结经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大会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变

为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

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今后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

进的工业国，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已成为国家政权的主要任务。大会在认真结“一五”计划时期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要求合理规定经济发展速度，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提出

要进一步健全和改进国家政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同官僚主义作不懈的斗争。提出了加强执政党

建设的方针。党的“八大”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了个好头。 

九大：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在北京召开。主题：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经验成果。林彪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 

党的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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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并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

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

践合法化，并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权力和地位。 

十大：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开。主题：批判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但是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等主持起

草的政治报告和党章没有正确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全面继承了“九大”的错误理论与路线。 

十一大：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北京召开。主题：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重申在 20 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是大会仍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因此未能完成党在粉碎

“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拔乱反正、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的任务。 

十二大：198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在北京召开。主题：确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道路、纲领和方

针政策。胡耀邦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

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总结

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还把经济建设作为一项核心任务加以强调。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

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

国家。还提出到 20 世纪末基本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 

十三大：1987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 日在北京召开。主题：加快和深化改革。大会明确解释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两层含义，并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

本点。提出了经济建设与改革、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实现这一战略部署的目标必须

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大会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找到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

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十四大：1992 年 10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总结改革开放

以来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

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第一次明确地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要用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是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核心问题。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修正案。 

十五大：1997 年 9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从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科学地总结过去，筹划未来，对我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作全面部署。大会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党章。 

十六大： 200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在北京召开。主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江泽民

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顺利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实现了党中央领导层的整体性新老交替。 

十七大： 2007 年 10 月 15 日至 21 日在北京召开。主题：大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对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作出战略部署，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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