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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的这一周

义的开拓与创新。从一开始的招生，中国共产党就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刚刚在广州参加完国共合作会议的毛泽东被派往

上海，和恽代英负责组织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工作。在湖南

的招生工作则由共产党人何叔衡负责。

当时，各地共产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

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在黄埔军校的首期学员中，许

多是共产党人从各省动员报考入学的进步青年，其中共产党员、

青年团员 56 人，占学员总数的十分之一。据资料估计，黄埔军

校本校前六期中共党员不少于 800 人。

为在教职员和学生中吸收共产党员，壮大、发展党的组织，

中共广东区委还在黄埔军校建立了中共直属支部，后来改称特

别支部、中共“党团”。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努力以自己的

政治远见和模范行为影响军校，对军校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

在金戈铁马的年代，这所革命的熔炉为中共培养了大批军

事、政治干部，走出了大批革命军事将领，令它享誉海外，被

称作“将帅摇篮”。这里走出了新中国的5位元帅、3位大将、

8位上将，更有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

聂荣臻、徐向前、陈赓、许光达、陶铸、萧克等，都曾经在黄

埔军校任教或学习。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说过：“昔日之黄埔，

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黄埔军校培养出的革命将领，通过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的

锻炼和考验，积累了革命军事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为创建人民

军队、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黄埔军校的建立，

是中国共产党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活动的开始。”湖南省委

党史研究院第二研究部部长朱柏林说。

“黄埔精神”代代传

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共产党人不但是军队中的骨干，更是

战场上的先锋。他们日后投身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奋勇争先，舍生忘死，用青春与生命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光彩夺

目的篇章。

黄埔精神，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以“爱国、

革命”为内核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时代民族精神和军事文

化的集中体现。共产党人对黄埔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核心

作用。抗战时期，黄埔精神就是爱国革命，现在的黄埔精神更

延伸为以“爱国团结奋斗”为核心的精神。

90 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是抱着“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的伟大理想创办黄埔军校的。黄埔精神不仅在大革命年代发挥

了巨大作用，直到今天仍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今天，实现民

族复兴伟业同样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继承和弘扬爱国革命的

黄埔精神，就是要将其中的浩然大义代代传承，使其成为民族

昂首的脊梁和进步的动力。

历史上的这一周
黄埔军校开学：党领导军队的制度准备

1926年5月3日，由毛泽东担任所长的第
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群众的反
帝爱国运动。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
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

200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青少
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2006年5月9日，中国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首届成员。

广州黄埔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