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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材：伟大领袖毛泽东

一、热点概述

2023 年 12 月 26 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

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纪念日。我们怀念毛主席，是怀念他的伟大，也是怀念他的质朴；

是怀念他的天才，也是怀念他的品格；是怀念他的信仰，也是怀念他的赤诚。

二、答题素材

1.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1）实事求是

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

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事物的内部

联系，发现其中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还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

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

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2）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

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

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简而言之，

坚持群众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毛泽东还强调：“有无群众观点是我

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

（3）独立自主

关于独立自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

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

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在他看来，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把命运始

终掌握在自己手中。毛泽东还比较国共两党的区别，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

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

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2.人物事迹：

（1）嗜书如命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日常是沉浸在“旁门邪道”类杂书中的。在私塾时先生不让看，他就用课本挡

着悄悄看；回到家中父亲不让看，他就用布遮住光藏起来看。老年时期的毛泽东，即使身体衰老、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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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退，闲暇时仍然手不释卷，将中国的史书一读再读。据给毛主席整理图书的先知回忆道，主席的二十

四史藏书封面上，有八册写着“一九七五，八月再阅”。虽然字迹笔画颤抖，却很清晰。

（2）心系人民、持之以恒

毛主席始终坚持着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挂念着每一个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时期，谈到被俘的 2 万名

志愿军，他说：“不能因为中国人口多，就认为丢掉一两万人不要紧。别说一两万人的俘虏，就算个一

两个人的俘虏，也要争！”谈到战争要打多久，他说：“这不是由我们所决定的，是有美国的总统所决

定的。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3）底线思维、捍卫主权

1958 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些涉及中国

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坚决拒绝。毛泽东曾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 1958 年，

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毛泽东说：“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

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

（4）勇立潮头、创新思维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

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这是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下的话语，体现了

他紧跟时代大潮的思想。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把经济发展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我们不

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5）志向远大、绝不“躺平”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便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从湖南第一师

范毕业后，他本可以谋得一份收入可观的职业，在乱世中选择观望，但他却立下了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誓

言，开始了“北漂”生涯，拿着北大图书管理员仅 8 元的月工资。在寒冷的严冬时节，北海上还结着坚

冰的时候，他身上只有一件厚棉衣，眼里看到的却是北方的早春，盛开的洁白梅花。

（5）强身健体、重视体育

1917 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写道：“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

体是无德智也”。学生时期，毛泽东当过足球守门员；延安时期，他工作之余热爱打乒乓球；抗战时期，

他提出“锻炼身体，好打日本”的口号，经常带头练习爬山、打野操。他还游过长江、湘江、珠江、钱

塘江等诸多大江大河。一副好身体，始终是他“革命的本钱”。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对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请谈谈你的理解。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观点启示类）——答题结构【点题表态-分点谈看法-总结】

◎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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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点题表态：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诗词”开始遍及中国大地；到几年前，毛泽东在“年轻人心目中最崇

拜的偶像”调研中高居前位，再到前段时间，“年轻人在地铁、公交车上读《毛选》”的消息冲上热搜，

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思想跨越了时代的潮流，激励着一代代青年的成长。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至始至

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给予我们的生活、工作无限启示……

第二步——分点谈看法：

第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不论过

去、现在和将来，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认识自我，认识客观世界。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而言，坚持实事求是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我国基本国情，无论是推进改革发展，

还是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既不能有超越现实、跨越阶段的急

于求成思想，也不能有落后实际、因循守旧的故步自封观念。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而言，坚持实事求是要

求我们拥有清晰的自我定位，在干事创业前杜绝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在实际行动中摒除狂妄自大、过

分谦卑。既要有承认不足、认识错误、敢说真相的勇气和正气，也要有迎接挑战、应对难题、不断创新

的精神和意识。

第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

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提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也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

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

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

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第三，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

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思想上不独立，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别人的经验，就会吃“水土不服”的亏。在中国共产党

的幼年时期，一些同志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犯了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错误，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的

经验，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到了严重挫折。行为上不独立，一味以“团结统一”为由来对待实际情况，就

会陷入“无原则迁就”的陷阱和束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毛主席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

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要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

治路线。

第三步——总结收尾：

100 多年前，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在风云变幻的今天，那些伟大的思想依然闪耀在年轻人的心中，受到年

轻人喜爱，指引着年轻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