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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2年 12月 15日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革命

文化”“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

红色资源”。四川是红色资源大省，川陕革命根据地是极为重要的红

色资源，这里诞生了被毛泽东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

域”的川陕苏区，成为“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

命发展的桥梁”，书写出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一章。这块土地上诞生

的十六字训词“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在川

陕革命根据地红色资源中极具特色，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形成

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好地保护红

色资源、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庚续红色血脉，在 12 月 18

日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川陕根据地 9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们回顾

川陕革命根据地十六字训词提出的背景和深刻内涵，更加深刻感受到：

宣传弘扬十六字训词既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应加大宣传弘扬川陕革

命根据地十六字训词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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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大力度宣传弘扬川陕革命根据地十六字训词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巴中市地方志办公室）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十六字训词提出背景和深刻内涵

1932年，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撤出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后进行长途西征，于 12 月 18日进入四川通江，在川陕边

区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劳苦大众配合支持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4 年 11 月 1 日至 9 日，红四方面军在赤江县委驻地（今通江

县毛浴镇）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党政工作会议（到会连以上政治工

作干部 800余人）。在总结经验、分析形势、研究问题、统一思

想、制定对策的基础上，会议集中广大红军指战员的集体智慧，

将全军各部队军训时的训词进行规范，统一为“智勇坚定，排难创

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并举行了以训词为基本内容的军训宣

誓。会后，训词被刻在当地城墙上，至今保存完好，成为今天见

证川陕苏区革命精神的历史凭证与原始“档案”。

十六字训词的提出，源于当时红四方面军对外面临着十分严

峻的军事斗争形势，对内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旨在

进一步发扬红四方面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鼓舞士气，克服困难，争取胜利。为便于全军对训词的深

入理解，红四方面军专门印发了对训词的说明：

智勇坚定：“智”是学习，有阶级自觉有深刻的政治认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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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学习无产阶级的一切聪明。“勇”是勇

敢，敢于牺牲，勇于吃苦耐劳，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坚定”，有

克服一切困难艰苦环境的决心，在任何困苦之下绝不动摇，钢铁

一样的坚，泰山一样的定，为革命斗争到底。

排难创新：“排难”，排除一切困难，有克服任何困难的决心，

决不在困难面前投降；“创新”，有创造性，有创造新局面、新苏

区，挽回战局，创造新的战术战略等。

团结奋斗：“团结”，在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之下，千万人团结

如同一人的奋斗，协同一致的努力；“奋斗”，就是坚定向前冲，

努力猛进百折不回。

不胜不休：“不胜不休”即是不消灭刘湘、不赤化全川、不实

现苏维埃新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就誓不停止的意思。

十六字训词是在血与火的严酷革命斗争中，红四方面军将士

紧密结合革命斗争实际，自己总结凝炼而成，充分体现了红军将

士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英勇顽强的斗争

意志、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十六字训词呈现出的“四言十六

字”形式，具有原创性、独特性，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便于记忆

与流传，自提出后一直被视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的核心，对川陕

苏区政治建设、军事斗争、根据地经济社会建设意义重大，也是川

陕革命老区长期以来取得辉煌成就的精神源泉。

二、加大宣传弘扬川陕革命根据地十六字训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十六字训词既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与意志的体现，也是党

和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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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仅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赓续，更是老区人民最大的政治优势

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时代加大宣传弘扬十六字训词，对传承弘扬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纪念告慰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川陕英烈，接续用好红色资源，弘扬革命文化，

庚续红色血脉，推动与加快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大宣传弘扬十六字训词，是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十六字训词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具有苏区精神和老区精神的共同特征，由于形成的主客

观条件不同，更有自身鲜明的特色，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川陕边的

丰富发展，是伟大民族精神在川陕边的具体表现，是中华民族宝

贵的精神财富。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其他精神，十

六字训词不是后人总结提炼而成，是当时红军将士结合革命斗争

实际总结凝炼而成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川陕

苏区虽成历史，但十六字训词依然熠熠生辉，闪耀着与时俱进的

时代光芒。新时代传承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应将加大宣传弘扬十六字训词作为一个重要方面，

使其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踔厉奋发的不竭精神动力。

（二）加大宣传弘扬十六字训词，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和川陕英烈的庄重纪念、庄严告慰。在川陕苏区存续的两年多

时间里，成千上万川陕英雄儿女，为建立新中国，在创建和保卫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仅巴中就有 12万余

人参加红军，4.8万余人壮烈牺牲，人民群众为红军和苏区党政机

关提供粮食约 1.5亿斤，投入运输约 100万人次。446位共和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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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27位巴中籍开国将军，每个人身

上都承载着许许多多感人肺腑、令人动容的家国往事、英雄壮歌。

革命先辈先烈留下了 2 万余处红军遗址遗迹，包括全国最大的红

军石刻标语“赤化全川”“平分土地”，还有当年红四方面军为牺牲战

友修建的陵园——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这是全国最大、

最早、安葬红军烈士最多（2.5万余人）、唯一红军为战友修建的大

型红军烈士陵园。新时代加大宣传弘扬十六字训词，是对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和万千川陕忠魂的庄重纪念和庄严告慰。

（三）加大宣传弘扬十六字训词，是接续弘扬革命文化、庚

续红色血脉的需要。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军事上，支援了

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对中央红军长征起了桥梁、策应和掩护

作用。在政治上，建立了众多的苏维埃政权，促进了西北地区革

命形势的发展，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一定准备。在文

化教育上，提高了百姓的文化水平，造就了大批党政军干部，为

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社会治理方面，川陕苏区进

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禁绝鸦片，治理匪乱，提倡男女

平等、婚姻自由等，成为局部执政的典范。但同时，川陕革命根

据地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十六字训词，是红军将士和川

陕边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一种以共产主义奋斗为价值取

向的革命信念、革命意志、革命品质和革命行动的集中体现，不

仅是军训训词，更是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不仅表现出红四方面

军优良的战斗作风，还表现出苏区干部好作风和川陕边人民的无

私奉献精神。新时代加大宣传弘扬十六字训词，对贯彻落实好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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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指示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大宣传弘扬十六字训词，有利于推动与加快川陕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革命老区大部分位于多省交界地区，很多仍属

于欠发达地区。为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国务院制定下发了《国

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为深入贯彻落

实国务院《意见》要求，支持革命老区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振兴发

展，四川省人民政府制定下发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代支

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新时期加大宣传弘扬十六字

训词，对老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传承当年红军“排

难创新”精神，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战略机遇、政策机遇，

解放思想、排除困难、与时俱进，大胆闯、大胆干，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对老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秉承不胜不休理念，传承当年

红军“团结奋斗”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目标同向、行

动同步，奋力后发赶超、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三、加大宣传弘扬川陕革命根据地十六字训词的建议

川陕苏区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重要孕育地和传承地之

一。十六字训词记录着川陕苏区的红色岁月，体现了川陕苏区革

命先烈和共产党人的忠诚、信仰、奋斗和牺牲，书写着川陕苏区

人民的家国情怀和历史担当。为更好地发挥十六字训词中坚定、

创新、奋斗、团结精神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激励作用，鼓舞广大干

部群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不断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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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协调，力争将训词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我省党史、地方志、社科院、省委党校（四川长征干部学院）

等部门加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十六字训词的研究挖掘，省直有关

部门加强与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对接沟通，加大在

国家和省级主流媒体的宣传推介力度，力争使十六字训词尽早纳

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二）融入中心大局，切实做好承载训词的红色资源保护利

用。在川陕革命老区和其他革命老区，零星分布有十六字训词的

石刻、墨书、标语、历史文献史料等红色资源，川陕老区各级党

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以贯彻《四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为

抓手，依托国家及我省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决策部署，分步

有序将这些红色遗址遗迹有机融入红色文化规划发展范畴，不断

加大保护力度和经费投入。利用现有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旅游及

研学旅行精品线路，使人民群众更直观地感受十六字训词的深刻

内涵和意义，切身感受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优秀

品质。适时研制和开发一批与十六字训词相关的文创产品，使社

会各界在潜移默化中坚定理想信念，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三）有效整合资源，切实加强训词研究宣传力量。继续组

织专家挖掘、抢救和整理出版与训词有关的口述史、回忆录，编

写与训词有关的教材。可在十六字训词发源地四川巴中设立训词

研究中心，在鄂豫皖、鄂豫陕、陕甘革命老区和红四方面军后裔

部队设训词研究分中心，联合开展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川陕

苏区十六字训词研究联盟，搭建川陕老区各级党校、各类干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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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院校长期深入交流研讨的理论平台。定期举办十六字训词研讨、

论坛，促进十六字训词研究。依托川陕老区各级党校、各类干部

培训院校，开发一批与十六字训词密切相关的精品课程，培养一

批把十六字训词讲“活”的宣传队伍和师资队伍，宣传好与十六字

训词有关的故事、精神。

（四）创新传播方式，扩大训词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依托川

陕老区丰富多样的红色文物、众多的革命纪念设施、大量的革命

遗址遗迹，构建与十六字训词有关的主题展览，发挥好十六字训

词的教育激励功能，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现代传媒方式，如电影、

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广泛宣传川陕革命根据地，使十六字训

词的传播范围更广，更贴近群众，让人民群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中担任好十六字训词的“传承人”。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充分利用训词诞生地平台，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特别是广大青年干部、青年学生进行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使其继续宣传弘扬十六字训词，自觉践行十六字训词的优秀品质，

达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学习工作目的。

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

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委组

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研室，省直机关工委，省委党史研究室，

省委党校（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省

社科院，四川日报社，省文物局。

巴中市委，巴中市人民政府。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2年 12月 15日印发

（共印 6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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