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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0日下午，敬爱的江泽民同志
逝世的噩耗传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中华大地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全国
各地各族人民收听收看告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书，以各种方式悼念这位我党
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
的卓越领导人，缅怀江泽民同志的光辉
业绩，颂扬江泽民同志的伟大情操和崇
高品质。大家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力
量，继承江泽民同志的遗志，更加自觉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江泽民同志的逝世，对我党我军我国
各族人民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12 月 1 日清晨，凛冽寒风中，人
们静静肃立。升国旗、下半旗仪式开始。

全场肃穆，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走来。“向国旗——
敬礼！”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升起，升至顶端
后，再缓缓降至距旗杆顶三分之一处。

礼毕，人们神色哀伤。
自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日起到江泽民同志

追悼大会举行之日止，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
部和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我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

“江泽民同志在任期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我有着切身体会。”特意赶到天安门广
场悼念的北京市民任玉河说，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
集体，制定和实施了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
重大战略，让无数和我一样的普通人有机会改变人生命运。

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
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第一时间通过电视、广
播、网络等形式收听收看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大

家表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决定党和国家
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
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旗帜鲜明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独立、尊严、安全、稳定，毫不动摇坚
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捍卫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打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局面。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十三年中党和
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干部职工
表示，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
导下，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
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保
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
方向破浪前进。

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联部的同志表示，江泽民同
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总是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
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其
他各方面创新。

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干部职工表示，
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
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位真正马克
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全国人大机关干部群众表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
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

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行使当家
作主的权利。全国政协机关干部群众表示，以江泽民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发
展人民政协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
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

献上一束洁白的菊花，写下一句送别的祝愿……人们自
发参与哀悼活动，追思之情绵绵不绝。

江苏扬州，江泽民同志的旧居门口，摆满了寄托大家哀
思的花束。前来献花的不仅有住在附近的居民，更有不少远
道而来的年轻人。

琼花观社区居民李华神情凝重，将一束鲜花轻轻放在江
泽民同志旧居门口。她说：“江泽民同志是扬州人的骄傲。
他虽然离去了，但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精神将激励我
们不懈奋斗。”

扬州大学教师黄杰心情沉痛：“江泽民同志非常关心家
乡的发展，我们要以更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培育更多优秀人
才，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的一
生，让我们更加感佩他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曾任一汽集团
公司副总工程师的毛履平重温着与江泽民同志共事的时光。

江泽民同志曾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
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在同事们的记忆中，他经常深入
现场、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给予大家帮助支持。

“江泽民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
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技术业务的精
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对东北老工
业基地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对同事、
朋友和百姓的真情厚谊将永远被怀
念。”毛履平说。

“江泽民同志尊重实践、与时俱
进，总是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契
机，坚持从党和人民活生生的实践出
发总结经验、寻找路子，脚踏实地而又

开拓进取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书中的这段话，让很多曾与江泽民同志共事的人感怀不已。

江泽民同志曾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工作。今年 78 岁
的李玉贞回忆说，江泽民同志没有什么架子，跟全所职工打
成一片。他还经常教导我们，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高超的
工作本领和优秀的文化知识储备。他自己更以扎实的工作
作风，带领全所职工潜心学习、团结奋斗。

“江泽民同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总是高度关注人民群
众安危冷暖，依据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检验和推动工作。”
反复念着这段话，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托力河村村民王
玉梅几度哽咽。

1998 年夏季，我国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长
江、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洪水摧毁了
我的家，最困难的时候，江泽民同志来看望我们这些受灾群
众，还跟我握了手。这种温暖，我一辈子忘不了。24 年过去
了，我的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日子越过越好，我们打心眼儿
里怀念他。”王玉梅说。

大灾大考，砥柱中流。
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当年受灾地区的干部群众，深

情回忆起江泽民同志心系人民安危、亲自指挥抗洪斗争的感
人场面。

时任湖北荆州市委书记刘克毅仍清楚地记得，在洪峰
逼近的危急时刻，江泽民同志不顾安危，登上大堤，指挥战
斗，为前线军民抗击洪魔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坚定了
大家早日重建美好家园的信心。“历史将永远铭记他的丰
功伟绩。”刘克毅说。 （下转3版）

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
——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沉痛悼念江泽民同志

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
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
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 70 多年的革
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
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
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江泽民带领党的
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捍卫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建
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赢得了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
会广泛赞誉。

1926 年 8 月 17 日，江泽民出生
于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
家庭。江泽民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思
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同时在
诗书世家的氛围中深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熏陶。江泽民早年就读于
扬州东关小学和扬州中学，在扬州
中学求学期间家乡被日本侵略军占
领，他常去梅花岭明代爱国名将史
可法墓凭吊，吟诵史公祠的楹联“数
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抒发悲愤心情。

1943 年，江泽民考入南京中央
大学电机系，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抗日
爱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江泽民
转 到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电 机 系 学 习 。
1946 年 4 月，江泽民加入中国共产
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江泽民
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矛头直
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饥饿、反内
战、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掩护革
命同志。

1947 年，江泽民从上海交通大
学电机系毕业后，到上海粮服实验工
厂工作，历任工程师、工务科长、电务
工场主任、动力车间主任等职。在此
期间，他在工人群众中并在青年会夜
校职业青年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1949 年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活
动，迎接上海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江泽
民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
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
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
器专业科科长等职。在益民食品厂
期间，他负责研制和创立了“光明牌”

食品品牌；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组织生产了专门供应中国
人民志愿军的罐头食品。在第二设计分局期间，他主持了新
中国第一台国产汽轮发电机设计工作。

1954 年 9 月，江泽民奉调参加兴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
厂，1955 年 4 月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1956 年 5
月回国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
师和动力分厂厂长等职。1961 年，煤炭供应紧张，江泽民任
动力锅炉改烧原油的大型工程总指挥，工程获得成功。

1962 年，江泽民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
究所副所长，负责该所科研领导工作，主持完成了当时国家
急 需 的 JO2 小 型 异 步 电 机 系 列 的 设 计 任 务 。 1964 年 和

1965 年，江泽民先后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在日本、
法国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并考察国外电气科学技
术发展情况。

1966 年 5 月，江泽民调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
理党委书记，9 月任党委书记，组织原子能发电设备的设计
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泽民受到冲击。1970 年底，
江泽民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1 年任中国第一机械
工业部派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负责领导中国援助的
11 个工厂建设工作。1973 年回国，江泽民先后任第一机械
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1973 年、1974 年，江泽民先后
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参加在联邦德国和罗马尼亚举
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1976 年，江泽民率团前往巴基
斯坦，考察中国援建工厂建设情况。1978 年，江泽民任中
国机械工业代表团秘书长，访问欧洲六国，对加速提升我国
机械工业技术水平、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提高提供成套技术
装备能力、扩大机械产品出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
了对策和建议。

1978 年 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
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80 年，江泽民
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参与制定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
进技术和设备、吸收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政策，同时分管国家
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具体贯彻工
作，并参加筹建经济特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也是一个
以往缺乏经验、需要从头摸索的新事物。1980 年，江泽民先
后率团到泰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
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考察，了解出口加工区、自由贸
易区、边境经济区的情况，从中研究吸取可供中国举办经济
特区借鉴的经验。同年 8 月，江泽民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为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提
供了重要依据。

1982 年 5 月，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
书记，1983 年任部长、党组书记。他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
究，提出电子工业“打基础、上水平、抓质量、求效益、翻三番、
超十年”的发展方针，组织领导电子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
造，加强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以及系统工程等重点项目的
科研开发和生产工作，使电子工业更好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服务。1982年 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
央委员。

1985 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
记，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加强物质文明建
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力促进上海的
改革发展稳定。他领导制订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
规划，提出在 20 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
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城市的发展方针。他积极支持开发开放浦东，强调要把浦
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新市区。

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上海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他倡导建立了民主党派双月座谈
会、新闻界理论界双月座谈会等制度。他注重以科技创新推
动经济发展，建立了重大工程决策专家论证制度。为了扩大
上海对外开放，他提出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互惠互利、长远
考虑的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四项原则。在他倡导下，上海市
政府采取每年必须为人民办几件实事的做法，努力解决广大
群众衣食住行方面的实际问题，改善群众生活。1987 年 11
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1989 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他拥护
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
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有力维护上海稳定。

1989 年 6 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会上坚定
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
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
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
执行，一以贯之。”同年 11 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江
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 年 3 月，在七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

1992 年 10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提出确立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
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
去。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
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 年 3 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7 年 9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江泽民作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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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报告，着重阐述邓
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江
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
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8年 3月，在九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2年 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江泽民作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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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
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中共十六届
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3 年
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下转3版）

江 泽 民 伟 大 光 辉 的 一 生

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

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