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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苑漫笔

用

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
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把党的政治建
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必须坚持党的
政治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
国；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需要我们以坚强
有力的政治领导承担起历史赋予的政
治责任，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

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的重要体现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主要是指我们
党从全局高度指明和把握政治方向，制
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加强和完善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坚
持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领导制
度的民主集中制，教育和引导全体党员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营造风
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并带动形成良
好的社会生态，动员和带领广大人民群
众为实现政治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而
共同努力奋斗等。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原则的具体体现，决定着党的全面
领导的本质和方向。“党政军民学，东西
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无论是从
领域上，还是从地域上，都充分说明了
党的政治领导体现在方方面面，是全党
统一意志、团结一致的力量体现。恩格
斯曾经指出：“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
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
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90多年
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政治
力量中脱颖而出，肩负起领导人民实现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
富裕的历史重担，就是因为它从建立之
初就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把实现、维护和
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
目标，充分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实践证明，办好中国
的事情，关键在党。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是我们党的优
良传统和优势。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
泽东同志就非常注重发挥党的政治领
导作用。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
期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
会等民主制度，初步建立了党对军队的
集中统一领导。1929年 12月，古田会议
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实现
了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红军成为在党
绝对领导下思想高度统一的武装力量。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在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突出强
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
的领导。1978 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
幕式上，他强调：“党委的领导，主要是
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
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
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正是因为我们始
终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才能战胜改革开
放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保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更要靠中国共产党领导，通过制定
符合实际的、真正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党的历
史经验表明，党的政治领导是我们党发
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是解决党的建
设存在问题的现实需要。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
成就，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
战。如“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长期
性和复杂性、尖锐性和严峻性，需要我
们持续解决。同时，在基层组织中，存
在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认识不清，在政治功能的发挥上存在弱
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
由于不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与
群众越来越远；还有些党员干部缺乏政
治领导意识，存在政治信仰不牢、宗旨
意识淡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
需要提升党的政治领导能力，强化责任
担当，在各级党组织中发挥好政治功
能，突出政治引领，这样才能适应新时
代党的建设的现实需要。

坚 持 党 的 政 治 领

导，就要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根
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把脉
定向，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坚
持党的政治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才能保证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做到“两个维护”是贯彻民主集中制
原则的内在要求，是落实党的组织原则
的集中体现。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
组织原则，是把分散的党员集合为一个
整体，把分散的意见变为党的统一意志，
形成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组织制

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
集中两个方面，要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两者互
为条件、相辅相成。贯穿于民主集中制
始终的基本原则就是“四个服从”，即“党
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
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
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
委员会”。“四个服从”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的集中体现，是保证全党意志统一和行
动一致的基本准则。

做到“两个维护”是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
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从统揽“四个
伟大”的战略全局出发，对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形成鲜明的政治导向。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四个意
识”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进一步坚
定。“两个维护”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党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经验，是我们
党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完
成今后改革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更需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因此，全党必须以正确的认识、正确的
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全
党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
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时刻
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定力，以党章为根
本依据，注重从领导制度机制的健全完
善上保障“两个维护”，党员干部特别是
党的高级干部要发挥引领作用，杜绝一
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带头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
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真正实现党的团结统一。

在实践中不断坚持

和完善党的政治领导的

路径和方式

完善领导体制，健全对重大工作的
领导机制。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不是空洞
抽象的，它需要通过一整套制度安排来
实现。要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的制度体系，其中“建立健全党对重
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是关键环节，具
有决定性影响作用。在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各个时期，党中央都曾设立过决策
议事机构，专门对军事斗争、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等重大工作进行统一领导。现
在我们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成立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
会等多个机构，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党的
政治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为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

提高政治领导水平，调整完善党的
领导方式。领导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经历了一个创新发展、逐步完善的过
程。新中国建立初期，因为种种原因，
领导方式延续了战争年代的模式，没有
及时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改革开放
之后，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调整、
完善领导体制，创新领导方式，实现领
导水平大提升。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党也逐渐摸索出党领导一切必须
通过适当的正确的领导方式来实现的
规律，而正确领导方式的形成必须与时
俱进，适应实践发展要求，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的，领导 13亿多人的社会
主义大国，中国共产党既要政治过硬，
也要本领高强。加强政治领导关键在
于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
强化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
治思维、底线思维，不断增强党的政治
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
号召力。

强化政治责任，坚持和完善党的民
主集中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
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
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
政党的重要标志。这项制度把充分发
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
起来，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
力，又可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
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
主义，是科学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
多年来，我们一直十分重视民主集中制
的发展完善，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
作机制。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来看，坚持民主集
中制使我们党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同
时实现了党内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步
调一致，党外凝聚民心、干群一心、党群
一心，齐心协力向着共同的目标破浪前
行。近百年党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
持民主集中制，党的事业就能兴旺发
达；什么时候背离民主集中制，党的事
业就会受挫、出现波折。所以，只有不
断发展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
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
用，强化党员干部政治责任，才能凝聚
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吉林省委党校（吉林行

政学院）］

始终坚持党的政治领导
■耿洪彬

学习要论

郑板桥一首咏竹石题画诗：“咬

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

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寓

意深刻、家喻户晓。但郑板桥似有意

无意地将竹子“咬定”的定力“从哪里

来”揭示在一副自题书斋联中：咬住

几句有用书，可以充饥；养成数杆新

生竹，直似儿孙。从“咬住”到“咬

定”，一字之变，一脉相承，表明了一

个人对真理学思悟践的过程，细细品

读、发人深省。

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书籍

既可以令人乐以忘忧，如入精神桃花

源，恋恋不舍；也能领悟人生真谛，促

人警醒，影响和改变人的一生。读书

不一定能立即转化为物质财富，但真

正“咬住”就能转化成巨大的精神财

富。智慧如郑板桥者，也无不认为“咬

住几句有用书”便“可以充饥”。孔子

的学生颜回因乐道安贫，“一箪食，一

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

其乐”，被孔子赞为“贤哉”。吕蒙因浸

润诗书，而“不复吴下阿蒙”，给人“士

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印象。陈望道

沉浸在品读和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忘

我境界之中，即使蘸着墨汁吃粽子也

津津有味，让后人从他的故事里品咂

出了信仰的甘甜。

“咬住”几句有用书，坚持下来往

往并不那么容易。随着物质文化生活

的极大丰富，网络传播的日益活跃，我

们读到的书、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多，

各种“心灵鸡汤”“名言警句”等，令人

目不暇接。但滤尽浮华，剩下的也难

得有几句“有用书”。有的人看似博闻

强记，读破万卷，但往往并未记住、也

没“咬住”，依旧书是书、己是己，心胸

未见开阔、气质未受影响、见识未见提

升；有的人最爱“快进”、狂点“刷新”，

读什么都是一目十行，看什么都是点

到为止；有的人缺乏恒心与耐心，常立

志而不立长志，在利益面前往往把持

不住，左右摇摆；有的则爱钻研“潜规

则”，把“厚黑学”奉为圭臬，导致价值

观扭曲、行为追求精致利己。

“咬住”有用书重在辨识贵在坚

守。对共产党人来说，最该“咬住”的

“有用书”是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有关的思想，

并且能够坚持以一生去“咬定”和坚

守，因为其事关信仰、事关大业。当

年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

在1923年退出军阀部队、重新寻找革

命道路时，有朋友劝他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却认为“不能一见旗帜就拜

倒”，决定“极力深研”以“定其方

道”。他后来悉心研学马列主义，并

与吴玉章一道考察革命形势，终于在

对中国共产党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于

1926年入党，并终其一生都坚守着自

己“咬住”的信仰。刘伯承当初对信

仰“咬住”很谨慎，但“咬定”后则矢志

不移。起义中，他面对 10倍于己的

围城敌军“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

其它”；起义失败后，更是表示“就是

讨饭，也要找到党”！

心有所信，必致以行。如果说，

“咬住”是从书中得来的智慧，“咬定”

则是在实践中展示的力量。长征中的

红军战士大都出身贫苦，没有什么文

化，但只要受到革命理论的熏陶和滋

养，就紧紧“咬定”不放松。电影《我的

长征》中，红军战士王瑞，其父在湘江

战役中牺牲，他选择了跟着姐姐所在

的队伍继续走；穿越彝族地区时，姐姐

也牺牲了，他选择跟着姐夫所在的队

伍继续走；在飞夺泸定桥战斗中，作为

先锋队员的姐夫坠入湍急的河水中。

年仅16岁的王瑞在亲人全部阵亡后，

仍对毛主席说“还是跟着走”。一句

“跟着走”展示了无数革命者坚如磐石

的信念和革命到底的定力，蕴含着“苟

利国家生死以”的抱负，彰显着“何须

马革裹尸还”的血性，寄予着“人间遍

种自由花”的理想。

不能不说的是，现实生活中，个

别同志入党动机带有功利色彩，往往

为求职、升职、获得某种利益而入党，

他们貌似“咬住”，但思想并未完全

“入党”，追求并未真正“咬定”。因而

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的历程中

难免时不时地淡忘初心，在面对进步

受挫、职务到顶、糖衣炮弹等考验之

时，难免会定力不足、意志缺乏，甚至

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在人们思想日

益活跃、社会思潮多元多变的今天，

“咬定”既定的信仰确实更加不容

易。因此，我们必须自觉紧紧“咬住”

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加强学习，进行

思想改造，用以武装头脑，付诸实际

行动。真正让理论之光化作“咬定”

信念的根本动力，化作人生路上抵御

风险和诱惑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第901医院）

在“咬住”和“咬定”中体现初心
■郝东红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排除错误思想干扰，重整行装再出发。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力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一以贯之地解决人民
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
最大的突出问题，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进一
步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

然而，也要看到，在有的党员干部中
还存在一些杂音噪音混淆视听，一些荒
谬逻辑干扰人心。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
尺。如果思想认识“总开关”不拧紧，必
将引发行动上出轨越界。因此，对于党
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模糊认识和错误
观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进行坚决斗
争，彻底予以澄清，以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劲头将全面从严治党矢志不渝地抓
下去。

反腐“见好就收”“适可而止”的观点
必须清除。有人认为，通过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凌厉攻势，“苍蝇”“老虎”已经打
得差不多了，腐败势力已经土崩瓦解，反
腐力度应该“收一收”，节奏应该“缓一
缓”。这种观点极其错误，这既容易让人
们反腐信心蒙灰，更容易使党员干部滋
长侥幸心理，使腐败卷土重来。全面从
严治党一刻也不能松，这是管党治党经
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从现实看，全面从
严治党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反腐
败斗争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收手、不收
敛的问题依然存在，不能腐的体制机制
还需完善，离不想腐的目标尚有距离，坚
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依然任
重道远。为此，习主席在十九届中央纪
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
持之以恒、毫不动摇，要以“重整行装再
出发”的劲头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
向深入。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的决心一以贯之，反腐败绝不
可能缓一缓、松一松，更不能陷入抓一
抓、松一松，出了问题再抓一抓、又松一
松的恶性循环。只有一抓到底，始终保
持高压态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才不会前功尽弃，不正之风和腐败现
象才不会余烬复燃。
“干得多被问责多，按部就班最稳

妥”的思想必须涤除。随着全面从严治
党不断向纵深发展，各种监督措施越来
越严，问责的“利剑”频频落下，在个别党
员干部中产生了因为监督严格而出现少
干活、慢干活或不干活的现象。有的甚
至抱怨“条条框框束缚了手脚，难以作
为”“现在管得这么严，啥都不敢闯不敢
试”。实际上，忧虑干得多错得多、被问
责多是杞人之忧。在深化改革新征途
上，跌跟头、犯错误在所难免，但容错纠
错机制为干事创业者提供了坚强后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严管和厚爱
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
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
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
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坚持严格管
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既是我们党管党
治党的经验总结，也是当前管党治党的
原则要求和基本遵循。管党治党就要做
到严格管理，但严格管理不等于对党员
干部不信任。党的建设质量是靠全面从
严治党“管”出来“治”出来的，也是靠高
素质的党员干部做出来抓出来的。所
以，既要严格管理规范言行，也要充分调
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改
革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建立容错纠错
机制，就是要让干事创业者吃香，为改革
创新者撑腰，激发改革创新活力和干事
创业激情，为其解除后顾之忧。在运用
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和支持党员干部改
革创新、敢于担当、积极履职的同时，也
必须厘清改革中的工作失误与违规违纪
行为的关系，不能让违规违纪者有机可
乘，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
“重在盯住‘关键少数’，不要盯着

‘绝大多数’”的说法必须纠正。全面从
严治党应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
部为重点，抓好“关键少数”，以领导干部
的榜样作用带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可有的同志却把抓好“关键少数”当
作只抓“关键少数”，在执行落实相关政
策规定和纪律要求过程中，总觉得自己
是普通党员、普通干部，既不可能贪污受
贿，也不可能搞特殊化，存在与己无关的
思想。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全面从
严治党的“全面”，不仅包括所有领域和
方面，也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
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最

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
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
的各项规定办事”，强调要“坚持抓‘关键
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党员是
党的肌体细胞，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
挥直接影响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作用。全
面从严治党并不是只抓领导干部尤其是
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而是面向全体
党员，抓好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这个
绝大多数，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都
在其中、不能例外，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融入广大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
之中，全面提高党的先进性、战斗力。
“管得过宽、抓得过细”的说法必须

澄清。有少数同志认为，全面从严治党
主要是管干部政治信仰问题、贪污受贿
问题、生活腐败问题，没有必要管到读书
生活上、兴趣爱好上；读什么书、有什么
兴趣爱好是私事，只要不违法，就不应干
涉。不错，工作之余的读书学习确实属
于私生活，但曾一度有的党员干部成天
抱着“厚黑学”“潜规则”的书读，抱着低
级趣味的书读，这是一个党员该做的
吗？党员干部自然可以有兴趣爱好。须
知，由于身份特殊，其兴趣爱好不仅仅是
私事，也不是无所谓的小事，如果把握得
不好，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围猎”。
前一个时期，有的领导干部把奢靡之风
带进兴趣爱好里，因为喜欢玉石，便有人
送货上门，因为爱好古玩，也有人无约而
至。最终这些兴趣爱好不仅使自己走上
违法犯罪的道路，也严重玷污了党的形
象和污染了社会风气。事实证明，在全
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把党员领导干部生活
上的相关事项纳入管理之中是大有必要
的，这既是防止领导干部因为兴趣爱好
自毁前途，也是纯洁党内风气和净化社
会风气的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
中，对党员干部的读书学习、兴趣爱好、
个人交往等立起规矩，加强约束，应该说
是管党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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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2019年 5月 31日，习主席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引用，语出唐代韩愈

《五箴》，意思是，人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

的过错，如果已经知道但不能改正，也是

没勇气的表现。习主席引用此语，旨在

教育广大党员要敢于直面问题，做到立

查立改、即知即改。

（张稀闳、刘志良辑）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
不能改，是无勇也

学有所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咬住”是从书中得来的智慧，“咬定”则是在实践中展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