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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作为中
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要举措，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
供了战略指引和实践路径，深刻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勇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的鲜明品格。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进一步彰显了党在新时代持续
推进自我革命、深化作风建设的决心。

一、“八项规定”是新时代作风建设的
战略路标

“八项规定”是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制
定的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是新时代作风建
设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它以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为切入点，为全党树立了行为
规范和价值导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八项规定”明确了作风建设的方向。
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八
项规定”从调查研究、会议活动、文件简报、
出访活动、警卫工作、新闻报道、文稿发表、
勤俭节约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涵盖
了党的作风的各个方面。这些要求直指当
时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
义和奢靡之风等突出问题，为全党纠正“四
风”提供了明确的方向。通过“八项规定”的
实施，全党上下形成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的良
好氛围，党的作风得到了显著改善。

“八项规定”为作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
障。“八项规定”不仅是行为准则，更是制度
规范。它通过明确具体的要求和严格的监
督机制，为作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各

级党组织将“八项规定”纳入党内法规制度
体系，建立健全了配套的制度和机制，如公
务接待制度、会议审批制度、办公用房管理
制度等，使作风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八项规定”执
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严
肃查处，确保了制度的刚性约束，防止了不
良风气的反弹回潮。

“八项规定”引领了社会风尚的转变。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全党上下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带动了全社会的风气好转。从中
央领导到基层干部，从党政机关到企事业单
位，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都感受到了“八
项规定”带来的新变化。公款吃喝、公款旅
游、公车私用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成为社会共识，崇廉尚俭、风清
气正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这种社会风尚
的转变不仅提升了党的形象和公信力，也为
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八项规定”与新时代自我革命的
科学建构

“八项规定”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
重要实践，它与新时代自我革命的科学建
构紧密相连，体现了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
和实践要求。

“八项规定”是自我革命的切入点。自
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
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舒服
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
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
点。”而“八项规定”正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
命的切入点，它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作风问题入手，以小切口推动大变革。

通过整治“四风”，中国共产党从自身存在
的突出问题抓起，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改起，以实际行动回应了人民群众的
期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种
从作风问题入手的自我革命，不仅解决了
党内存在的作风顽疾，也为全面从严治党
奠定了坚实基础。

“八项规定”体现了自我革命的系统
性。自我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思
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等各个方面全面
发力。“八项规定”虽然主要聚焦作风建设，
但它与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
建设等密切相关，体现了自我革命的系统
性。通过“八项规定”的实施，中国共产党进
一步加强了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全党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进
一步优化了组织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纯洁党内政治生态。这种系统性的自我革
命，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
纪律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加强。

“八项规定”彰显了自我革命的人民性。
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依靠人
民。“八项规定”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密切联系
群众，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自我革
命成效的重要标准。通过“八项规定”的实
施，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与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
盼，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充分依靠人民群众
的力量，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形成了
全社会共同推进自我革命的良好局面。人民

心中有杆秤。202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
示，94.9%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
彻落实成效表示肯定。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
自我革命，不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
护，也为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三、“学查改”中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取
得成效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中国共产党通
过一系列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党的自我革
命，取得了显著成效。《通知》强调，坚持聚
焦主题、简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一
体推进学查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学”：加强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
理论学习是自我革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
通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八项规定”的精神
实质和重要意义。今年的学习教育进一步
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组织
全党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通过理论学习，党员
干部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
牢自我革命的思想根基。

“查”：深入查摆问题，找准病灶根源。
查摆问题是自我革命的关键。中国共产党
通过开展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形式，
引导党员干部深入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作风方面的问题。今年的学习教育
明确要求，要通过多种途径全面深入查找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方面

存在的问题，包括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
计监督、财会监督、督促检查、调查研究、信
访反映等。党员干部对照“八项规定”要
求，认真查找自己在思想、工作、作风等方
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刻剖析问题产生
的根源。这种深入的查摆问题，使党员干
部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为
下一步的整改落实奠定基础。

“改”：狠抓整改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整改落实是自我革命的核心。中国共产党
通过建立健全整改落实机制，推动党员干
部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进行逐一整改。2025
年的学习教育强调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
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
么问题，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各级党组织
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和整
改时限，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同时，纪检监
察机关加强对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整改不力、敷衍整改的行为严肃问责。
开门教育要注重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
督。通过进一步狠抓整改落实，党员干部
的作风将得到明显改进，党的形象进一步
提升，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党的创造
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

党中央始终强调，“中央八项规定不是
管五年十年的，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
杠杠。”《通知》为持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深化自我革命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新的历
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以“八项规
定”为指引，深入推进自我革命，不断加强
自身建设，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单位：信宜市委党校）

“八项规定”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谢嘉欣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为
大力传承和弘扬先辈革命精神，厚
植家国情怀，赓续红色血脉，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深
挖茂名红色文化资源，助力“百千
万工程”，我市组织各区（县级市）
的党员、干部、职工、师生开展革命
历史题材电影《怀乡起义》观影活
动。此次观影活动由茂名市委宣
传部、茂名市直机关工委、茂名市
委党史研究室、茂名市教育局、茂
名市总工会、共青团茂名市委员会
联合组织。电影《怀乡起义》同样
由上述部门依据本地党史资料和
相关革命事迹，共同指导创作拍摄
制作而成，经国家电影局审批同意
后在全国公映。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怀乡起
义》，是茂名开展革命英雄主义教
育不可多得的一项历史文化资
源。充分利用好本地这一宝贵文
化资源，尤其针对干部和中小学师
生等重点人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意义重大。电
影《怀乡起义》的故事，再现了朱也
赤、罗克明、陈业之等革命先辈投
身革命事业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事
迹，歌颂了他们不屈不挠的革命精
神，让我们深切了解到民主革命期
间，茂名老前辈们的革命气概以及
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必
将激励鼓舞今天的茂名人民继承
和弘扬革命英雄主义，让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
英雄，茂名人民也有身边的英雄榜
样。建党一百多年来，无数共产
党人为了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抛
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生命。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正是朱也赤等无数革命英烈

“愿化作一抔泥土，换得山河永
固”的舍生取义，中华民族才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
的光明前景。青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在当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
新形势下，要让他们从小接受红
色教育熏陶，以英烈为偶像，帮助
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激
励他们从小学英雄榜样、长大做
先锋楷模，立志接过前辈的“接力
棒”，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至关重要。

红色基因是最好的营养剂。
《怀乡起义》作为有形的红色遗产，
讲述着英烈们可歌可泣的传奇故
事，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烈精
神的重要载体，承担着褒扬英烈、
教育群众的功能。朱也赤、罗克
明、陈业之等英烈是民族的脊梁、
时代的先锋。当下，各地以多种方

式祭奠英烈、缅怀英雄，擦亮这最
闪亮的坐标，引领“铭记英雄、崇
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
英雄”的社会风尚。英烈事迹和
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
与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
步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我们要
大力弘扬革命精神，赓续红色基
因，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

崇尚英烈，让英烈精神融入血
脉。烈士，是军队之剑、国家之干、
民族之魂。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
史时期，无数烈士为民族复兴、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矢志奋斗、前仆
后继、英勇牺牲。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
先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英雄
人物始终是标注历史的精神坐
标。我们要把先烈的伟大精神转
化为坚定的信仰，不断从中汲取奋
发向前的精神动力，补足精神之
钙，筑牢信仰之基。

缅怀英烈，让英烈精神指引前
行。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回
望峥嵘岁月，那些为国家和民族事
业热血奋战、开拓进取的先烈都是
最好的“老师”，他们可歌可泣的
故事、可追可及的精神为我们指引
前进方向。学习朱也赤等革命英
雄，让英烈精神激发奋进的磅礴力
量。对革命英烈最好的缅怀和追
思，就是以革命先烈为榜样，自觉
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以矢志不渝之心攻坚克难，在新征
程上成就一番事业。对于广大党
员干部而言，就是要以脚踏实地的
作风对待工作、对待事业，用实际
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对
于科研人员而言，就是要立足本职
岗位，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开展科
技攻关，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
国品牌”；对于广大教师而言，就是
要时刻牢记教书育人使命，不断提
高教学质量，努力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总之，我们要让英烈精神
永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的
磅礴力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在时
代洪流中破浪前行。

育苗先育根，育人先育心。组
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观看《怀
乡起义》，用他们听得懂、记得住、
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他们勿忘先
烈、尊崇英雄，维系历史记忆，传承
家国情怀，激发不懈奋斗的磅礴力
量，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勇毅前行，确
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在努力实现
伟大中国梦的奋斗征程中凝聚起
奋进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电白一中）

传承红色基因
奋进新征程

王平生

在岭南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时期涌现出诸
多显赫望族，而梁、陈至隋唐年间的冯、冼氏家
族尤为夺目，恰似一座巍峨耸立、难以逾越的
高峰，雄踞岭南大地，并在隋唐两朝达到荣耀
巅峰，堪称当之无愧的岭南史上第一豪门望
族。这一非凡成就的背后，冼夫人这位传奇女
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她被尊称为“岭南圣
母”“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如今冯氏后人亲
切地称她为“祖婆”（海南地区称“婆祖”）。

冼夫人出身于岭南俚族的显赫首领世家，
自幼便展露卓越的领导天赋，在俚族中威望极
高。当时，民族隔阂深重，她却毅然冲破世俗
藩篱，与北方汉官冯宝联姻。这场婚姻意义非
凡，不仅是两个家族的结合，更如同一把钥匙，
开启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流融合的大门，
为冯氏家族在岭南扎根、发展创造了有利条
件，为岭南地区的进步注入全新活力。

冼夫人一生历经梁、陈、隋三朝，在复杂多
变的政治局势中，充分展现出“明识远图”的
政治智慧，极为擅长协调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
层的矛盾，赢得“上信下仰”的尊崇。梁太清
二年，高州刺史李迁仕图谋谋反，诱骗冯宝。
冼夫人慧眼识破阴谋，劝阻冯宝，并率领将士
乔装成挑夫，突袭叛军，大获全胜，成功稳固地
方局势，家族声名也随之远扬。陈太建元年，
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扣押冯仆为人质。冼夫
人深明大义，不为私情所动，毅然发兵，与陈朝
将领里应外合，击败欧阳纥，捍卫了国家统一
和岭南的和平，尽显果敢与忠诚。隋朝建立
后，冼夫人审时度势，派孙子冯魂迎接隋朝官
员，助力隋朝统一岭南，结束了长期的混乱局
面，使得家族成为朝廷与岭南紧密联系的重要
纽带 。

在军事领域，冼夫人堪称“心胜力克”的
典范，一生征战“战无败绩”。无论是面对李
迁仕、欧阳纥，还是与陈霸先一同平定侯景叛
乱，冼夫人皆战无不胜。隋开皇十年，番禺少
数民族首领王仲宣起兵反隋，包围广州城，韦
洸战死。冼夫人派孙子冯暄救援，冯暄却因私
情犹豫不前。她果断将冯暄囚禁，改派冯盎出
征。冯盎不负所望，击败王仲宣。冼夫人更是
亲自披挂上阵，督率各路军队，所到之处，叛军
纷纷投降。冼夫人囚孙平叛、始终与朝廷保持
一致的大义之举，进一步巩固了家族在岭南的
军事权威 。

冼夫人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同样功绩卓
著。她与冯宝联姻后，积极传播汉族先进的生
产经验与文化礼仪，教导百越各部落“尽力农
事”，倡导男耕女织，有力推动了岭南地区农
业、手工业的发展。她还大力支持汉官“建城
邑，开设学校”，鼓励越人学习汉语汉字和汉族
礼仪习俗，加速了岭南地区的汉化进程，有效
减少了民族冲突，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
合。正因如此，冯、冼氏家族成为民族融合的
象征，在岭南各民族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强
大的号召力 。

在地方治理上，冼夫人秉持“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坚持“首领有犯法者，虽
是亲族，无所舍纵”，致使“政令有序，人莫敢
违”。番州总管赵讷贪婪暴虐，致使百姓多有
逃亡甚至叛乱。冼夫人向朝廷弹劾赵讷，朝廷

治罪赵讷后，她又不辞辛劳，亲自持诏巡视诸
州，安抚百姓，使社会秩序得以恢复。这种公
正严明的治理方式，树立起冯、冼氏家族的权
威，稳固了家族的统治根基 。

冼夫人极为注重家道家风的传承。晚年
时，每逢岁会（两广、海南“年例”的由来），她
便将梁、陈、隋三朝所赐物品陈列于庭院，然后
告诫子孙：“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
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报也，
愿汝皆思念之。”其中，“我事三代主，唯用一
好心”，既是冼夫人一生的处世智慧，也是她一
生行事的高度总结与屹立不倒的法宝，其“唯
用一好心”的精神流传后世，影响深远。冼夫
人去世后，其孙冯盎秉承祖母遗志，坚决不独
立、不称王，在隋末乱世中据守岭南，保境安
民。唐朝建立后，冯盎审时度势，率部归附，被
任命为高州总管，封越国公。他协助唐朝治理
岭南，多次平定叛乱，使冯氏家族在唐朝时期
依旧保持极高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唐
朝统治岭南的重要依靠力量 。

冯盎之子冯智戴同样表现出众。隋末唐
初，他常随父亲前往洛阳，协助统领本部精锐
部队。隋炀帝死后，天下大乱，他随父亲率部
返回岭南，与父亲会师，各酋帅共同推举他们
为首领，统辖部众五万，保境安民，岭南得以平
定。唐武德四年，冯盎归附唐朝，冯智戴被任
命为春州刺史。后来，有人诬告冯盎造反，为
表明心迹，冯盎派冯智戴随使者入朝侍奉皇
帝。冯智戴入朝后，因其勇而有谋，善于安抚
部众，深受李渊赞赏。贞观七年二月，唐太宗
奉太上皇李渊之意，在未央宫设宴，命冯智戴
与突厥颉利可汗一同侍宴。宴中，李渊命颉利
起舞，又命冯智戴咏诗。冯智戴从容不迫，其
珠圆玉润的朗读令众人赞叹不已。之后，唐太
宗听闻冯智戴善于用兵，还精通占卜，便指着
云问他：“下有贼，今可击乎？”冯智戴回答道：

“云状如树，方辰在金，金利木柔，击之胜！”唐
太宗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极为欣赏冯智戴的
才能，迁任其为左武卫将军 。冯智戴凭借自
身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家族在朝堂的影响力 。

到了唐中期，冯氏家族的高力士在宫廷崭
露头角。高力士幼年入宫，凭借聪慧与忠诚，
成为唐玄宗最为信任的宦官之一。他参与朝
廷机要事务，在宫廷政治和外交事务中发挥重
要作用，助力玄宗稳固统治。高力士的得势，
让冯氏家族的荣耀延伸至唐朝权力核心，为家
族在岭南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高力士的
母亲是名将麦铁杖后人，这样的家族联姻进一
步拓展了冯氏家族的人脉网络，使其在当时的
社会关系中根基更加深厚 。

冯氏家族的荣耀还体现在联姻方面。冯
子猷迎娶当朝宰相许敬宗之女，这场联姻使冯
氏家族与朝廷核心权力阶层建立起紧密联系，
在政治资源获取和家族事务处理上拥有更多
优势。而冯氏家族第六代孙女嫁与唐太宗孙
子朗陵王李玮，更是彰显出家族在当时社会中
的崇高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冯氏家族在唐朝的
影响力 。

唐玄宗天宝年间，冯崇债时任振州别驾，
冯若芳为万州大首领。鉴真东渡遇风漂流至
海南岛振州时，冯崇债派遣四百多兵卒迎接，

将其安置在大云寺，邀其举办授戒大法会，支
持重修寺庙。随后，他自备八百甲兵，耗时四
十余日护送鉴真至万州。冯若芳富甲一方，恭
敬供养鉴真三日，并赠送大量香料。之后，冯
崇债继续护送鉴真北上崖州。这一资助行为
充分体现了冯氏家族在当地强大的号召力、雄
厚的财力，以及对佛教文化交流的支持，从侧
面也反映出冯氏后人始终谨遵“唯用一好心”
的祖训 。

此外，冯氏家族在岭南拥有庞大的田庄和
众多部曲，掌控着丰富的土地资源，田庄遍布
各地。部曲平时从事生产劳作，战时则组成武
装力量，是家族维护地方秩序、抵御外敌的有
力保障。同时，冯氏家族与岭南其他名门望族
广泛联姻，进一步巩固了在岭南的地位和势力
范围。其影响力深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
各个领域 。

在君主专政制度下，冼夫人历经三朝十三
帝，加之岭南复杂的政治环境，稍有差池，便可
能导致整个家族迅速衰败，甚至万劫不复。以
陈霸先为例，陈朝初立，陈主陈霸先与冼夫人
从“战友”转变为“君臣”。陈霸先忌惮冼夫
人的军事才能与实力，又听信身边大臣谗言，
心中开始酝酿对岭南冯冼氏家族不利的计
划。而冼夫人独具超凡识人之智，早已洞察陈
霸先的心思，抢先一步派年仅九岁的儿子冯
仆，率领岭南各部落首领前往丹阳朝见陈霸
先。陈霸先疑虑顿消，一时高兴，还封冯仆为
阳春郡太守。冼夫人此举极为巧妙，不仅化解
了陈霸先心中的疑忌，双方在天下人面前皆顺
理成章、十分体面，连史家都难以挑剔。

从冼夫人冲破民族隔阂与冯宝联姻，助力
国家统一；到冯盎、冯智戴在政治舞台上的卓
越表现，再到高力士在宫廷的显赫地位；从冯
氏家族通过联姻拓展人脉，到冯崇债、冯若芳
资助鉴真东渡展现实力，冯、冼氏家族在隋唐
时期全方位展现出卓越实力，在多个领域产生
深远影响。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岭南史上第
一豪门望族。冼夫人的杰出贡献，也使得冯氏
家族中的冯盎、高力士等一众人物得以青史留
名，这是家族无上的殊荣 。

国人自古秉持道德洁癖，在严苛的儒家道
德观念下，稍有瑕疵便会遭到史家、文人以及

“卫道士”们的口诛笔伐。尤其是女性参与政
治，本就是破天荒之事，若仅作为岭南世袭首
领倒无大碍，一旦与中央产生联系，便极易受
到质疑与排斥。因此，冼夫人所处环境的危险
与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位高权重的冼夫人一
旦踏入政治核心，便如同登上一辆只能前行的
死亡时速快车，毫无回头余地，在时代潮流裹
挟下，稍有差池便会被碾碎或湮灭。历史上建
功立业者不在少数，但有的不被当时认可，有
的经不起时间考验，往往落得生前身败名裂或
身后毁誉参半的下场，生前身后能同时受到朝
野共同钦仰、推崇，史志一致褒扬的人物少之
又少。综观人类历史，冼夫人独一无二，能享
千年万民祭祀也就不难理解了。她还带领冯
氏子孙登上历史舞台，华丽亮相，光彩夺目 。

单凭这一点，冯冼后人想想都应自觉脸上
泛光。
（作者系茂名市俚人文化研究会创始会长）

为什么说隋唐时的冯、冼氏
是岭南史上第一豪门望族？

郑华星

冼夫人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