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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韩振峰

与时俱进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王国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专论
■回望我们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回望我们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继续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继续

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全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全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起来的伟大飞跃，，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

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克思主义。。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维护和发始终维护和发

展人民利益展人民利益，，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也是党领导人也是党领导人

民取得革命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建设和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年是
我们党百年华诞。回望我们党波澜壮阔
的奋斗历程，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继续前
进的智慧和力量，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

“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
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
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
迪智慧、砥砺品格”。

历史，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
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蕴含着生生
不息的思想力量和文化基因。中国共产
党百年发展史，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历
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
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学习党史，认真
总结历史经验，凝聚前进力量，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早在 1938 年，毛
泽东同志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
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
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
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
同志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
来”，必须“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
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望过往的
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
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
验传承好、发扬好”，“全党同志要做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为党员干
部，要切实增强历史自觉，认真学习党
史，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作出更大贡献。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不断推
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智
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
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

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
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之所以
能带领全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一个重要原因就
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
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
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
合，在推进实践创新和历史创造的同
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
义新境界，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
学理论指导。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
要求，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
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就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开辟 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做到这一点，
就要从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推进
理论创新和进行理论创造的智慧，汲取
通过实践创新推进理论创新的无穷力量。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把握历
史大势、善抓历史机遇的智慧
和力量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一百
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
种历史机遇。”国家要发展、民族要振
兴，就必须在历史进步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分析当时的中国国情，找到了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改革开放以
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
当代中国国情，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

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使中华民族实现了
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顺
应时代潮流，把握历史大势，带领全党
和全国人民向着强起来的宏伟目标继续
奋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需要我们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
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
律，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把握历史大势、
善抓历史机遇的智慧和力量。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践行初
心使命、赢得人民信任支持的智
慧和力量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
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
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
史。”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
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显著标志。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维护和发展人
民利益，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
根基，也是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
和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
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面对复杂
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必须始终坚持
人民立场，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把人民
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
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
的根本标准，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这些就必须从
百年党史中汲取践行初心使命、赢得人
民信任支持的智慧和力量。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不断
总结经验、提升能力水平的智
慧和力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
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
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历史，就是一部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并
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
夷能力水平的历史。善于总结经验是认
识和把握规律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共
产党人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
重要方法。早在革命时期，我们党就非
常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探索把握中
国革命和党的自身建设客观规律，领导
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更加注重对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
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曾就
多方面历史经验进行过系统化、科学化
总结，这对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民力
量、推进事业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重要
节点，我们要认真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

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
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不断构
筑伟大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智
慧和力量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我们
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
命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厚的政治
资源。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无论何时都不能忘却革命精神。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
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
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
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
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
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
滋养。”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孕
育形成的一系列伟大革命精神，如红船精
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雷
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女排精神、孔繁森精神、抗洪精神、
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
神、脱贫攻坚精神等，都成为中国共产党
人克敌制胜、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成为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精神动
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从百年党
史中汲取不断构筑伟大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的智慧和力量。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旗帜鲜
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的智慧和力量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立身之本，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根本优势所在。讲政治关乎党的
前途命运，关乎事业兴衰成败。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
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
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
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绷紧讲政治这
根弦，高度注重党的政治建设，反复强
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纪律建
设中突出强调政治纪律，在选人用人中
突出强调政治标准，在巡视工作中突出
强调政治巡视，在工作部署中突出强调
政治站位……所有这些都充分彰显了我
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殊属性。
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必须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
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
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把 14 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
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
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
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
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
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总书记的
这番话语重心长、直抵人
心，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彰显出共
产党人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
质朴情怀。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第一年。站在“两个
一百年”历史交汇点，我们
要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
忘记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
行的路，永远保持建党时中
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
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尽责
的责任担当，努力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交出新的更加优异
答卷。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始终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
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
根本动力。一百年来，无论
是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还
是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或
是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
期，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始终高扬奋斗精神，闯关
夺隘、攻坚克难，无私奉
献、善作善成，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
迹，谱写了一部风云激荡的
壮丽史诗。从石库门到天安
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
们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
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
牺牲，都是对初心的坚守、
对使命的践行。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只有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团结一心、苦干实干，才能经受一次次挫折
而又一次次奋起，赢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不忘记为什么出发，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
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审视国内，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
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
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依然艰巨。环顾全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霸权主义不断抬头，前进路上必然还会面临诸多风
险挑战。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得到广大人民
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容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
境，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断迈进。

不断提高政治能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继续走好前行的路，要求
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切实提高政治觉悟和
政治能力，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要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善于从小事小节中观察政治“头绪”，善于从各
类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领悟
力，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发展观，深刻认
识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
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坚持
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做起而行之的行动
者，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
部署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永怀赤子之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
斗目标。要站稳人民立场，始终把人民摆在心中最高位
置，以群众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答不答应
作为根本标准，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增进群众福祉，强化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
切实改进为民服务方式，增强为民服务针对性，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践行群众路线，尊重
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严厉整治和杜绝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始终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赓续奋斗精神。创业维艰，奋斗以成。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广大
党员干部要在攻坚克难中磨砺斗争意志，始终保持只争
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
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
担当，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在守正创新中抢抓发展先
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在制约国家发展的关键领
域、重点环节，不断探索求新、开拓创新，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在狠抓落实中
锤炼本领，着力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素质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
平，以真抓实干、苦干巧干唱响新时代奋斗者之歌；大
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百米跑”的
冲劲与“接力跑”的韧劲，披荆斩棘、爬坡过坎，矢志
不渝造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更多许党报国的
奋斗足迹，继续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华彩篇章。

（作者系省社科院政治文化教研处处长）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
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基
本方针原则和工作遵循。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作出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
命线，各级党委、各级教育主管部门、
学校党组织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做
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
时而进、因势而新”。高校作为意识形态
工作的前沿阵地，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牢牢把握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以强烈的政治自觉和政
治担当，与时俱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高校是
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高校。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彰
显党的领导这个政治优势，始终旗帜鲜
明讲政治，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
学理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全
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师生头脑，通
过开展理论教育培训，打造示范课堂，
运用各种载体全方位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
范践行者。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不断
改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采用
广大师生喜闻乐见、灵活生动的方式方
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增强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守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阵地

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职责使命，必须

把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抓在手上，切实承
担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当前，各种
思想文化的交融日趋频繁和复杂，意识
形态领域的交锋日益尖锐和激烈，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很多新的挑战。高
校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
的行为导向作用，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
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时代
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
脚踏实地，鼓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
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把远大
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让勤奋学习成
为青春飞扬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
春搏击的能量。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坚守
在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加强对课堂教
学、课外活动、论坛讲座与学生社团的
管理，引导好校园新媒体建设，理直气
壮弘扬主旋律，汇聚和传递正能量，勇
于同一切错误思想与言行作斗争，坚决
守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阵地。

打造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肩负
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
代重任。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离不

开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
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专业化思想政治
工作队伍。一是严格落实中央关于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队伍配备的各
项要求，精心培养和组织一支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
政工队伍。同时，通过实施思想政治工
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组织开展
国家示范培训、海内外访学研修、在职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等专项计划，不断提
升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素质能力和专业
水平。二是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作
用，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
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
面采取有效措施，配齐建强思政课专职
教师队伍，加快建设专职为主、专兼结
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政课教师
队伍。三是加大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力度。深入实施“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
养专项支持计划”，加快培养一批立场坚
定、功底扎实、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
学者，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人
才充盈、后继有人。

（作者系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