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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论

论苑漫笔

学有所思

群 言 集

8

习主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

重要讲话指出，年轻干部要以先辈先

烈为镜、以反面典型为戒，不断筑牢

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

之舵，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

赤诚忠心。这一重要指示从正反两

个方面告诫年轻干部应当以什么样

的人为榜样、为镜鉴，从而进一步牢

记初心使命，坚定信仰信念，做到为

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党员干部处在领导岗位，手中握

有一定的权力，自我修养、品质锤炼

显得尤其重要，如果不注重这个问

题，信仰之基不坚固，精神之钙不充

足，思想之舵不稳固，在运用权力过

程中难免出问题。所以，人们常说

“做官先做人”，就是这个道理。

人生修炼的方法很多，学习理论、

阅读历史、接受培训、实践锻炼等都是

有效方法，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

以先辈先烈为镜、以反面典型为戒。

坚持以先辈先烈为镜所取的是人生修

炼的高标准。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

不可能是“自由式生长”，而心中必须

有一定的标准，其标准越高，理想目标

就越高、意志力就越坚强，实现人生价

值就会越大。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

“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

坚定的方向。”亦如罗曼·罗兰所言：

“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量。”把先辈先

烈作为人生标杆和理想目标，时时处

处以他们为榜样，我们就会像他们那

样，走出一条光辉的人生道路。

以反面典型为戒所取的是做人

的警戒线。所谓的反面典型，大都曾

有失败的人生。他们或丧失信仰，或

目无法纪，或弄权渎职，或以权谋私，

或品德败坏，不仅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造成损失，也对党的形象和社会风气

造成负面影响。以反面典型为戒，就

是时时处处用他们的教训检视自己、

警示自己，不要像他们那样跨越红

线、突破底线。

在对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过程中，

应该说各级组织进行的英雄模范事迹

教育没少搞，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也没

少搞，可是在个别人那里往往收效甚

微。就曾有落马官员在忏悔书中写

道，组织上正反两方面典型教育搞过

很多次，无论是观看影片，还是观摩现

场，自己大都是一看而过，虽然有些

细节也让自己很震惊、受触动，但一

旦离开现场，就忘得差不多了。的

确，回看一下那些从权力高峰跌落下

来的人，谁没有受过正反两方面典型

的教育？有的甚至曾倡导和主导这

一工作让他人受教育。可是，他们往

往只教育别人而从来不教育自己。

还有的把接受教育仅仅当成一项任

务，为了完成任务而不得不参加教

育；有的虽然到了现场，却是抱着“猎

奇”的心理，把别人的“事故”当故事

听。诸如此类行为，不仅没有接受党

性教育应有的态度，而且也错过了借

鉴他人修正自己的大好时机。

以先辈先烈为镜、以反面典型为

戒，是一种形象直观、具体生动的教

育。必须充分认识到，每一位先辈先

烈的英勇事迹都是用鲜血和汗水乃

至生命凝结而成的，而每一个反面典

型的教训也大都是以他们的政治生

命和生活自由为代价的，这些作为人

们激励自己的标杆和引以为戒的教

训，是多么弥足珍贵。古罗马政治家

塞内加说：“教诲是条漫长的道路，榜

样是条捷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从正反两方面典型中学到的东西可

谓最直接最有效。因此，在接受教育

过程中必须切实端正态度，无论是自

主学习，还是参加集中教育，在我们

接触到正反两方面典型事例的时候

都要认真专注，在心中多问几个为什

么。先辈先烈追求革命理想何以能

够做到不惜生命？有的人以权谋私

何以胆大包天？党员干部权力从何

而来？到底为谁掌权？应该如何用

权？等等。这样多问几个为什么，我

们对权力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就会

更清醒，对初心使命的理解就会更深

刻，对当官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就会

更明确。

与此同时，还要努力使这一教育

经常化。当年雷锋、王杰等学习英模

时经常把英模的名言警句抄录在笔

记本上，每抄写一次受一次教育，每

温习一次受一次教育。我们今天也

应这样，把先辈先烈的传记放到案头

上、下载到手机里，经常阅读就能受

到经常化教育。运用反面典型警示

自己同样如此，就像经常观看车祸事

故视频以警示自己遵守交通规则一

样，时不时地看一看反面典型案例，

可以提醒自己在什么时候都不要越

雷池、闯红线。陈毅元帅说得好，“手

莫伸，伸手必被捉”。时时处处用反

面典型警示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让自

己有伸手的念头，我们人生的旅途就

会坦荡而顺利，就能把全部时间和精

力投入到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

（作者单位：台安县人民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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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前
夕，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毛
泽东把夺取革命全面胜利、建立新中
国比喻为“赶考”。习主席曾深刻指
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从“赶考”到“阅卷人”，
是一种历史的衔接，表明了我们党一
以贯之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蕴含着正确的
历史观。

正确解读我们党的历史，首先要看
清党在所处历史阶段给出的“考题”。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
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
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鸦片战争
后，创造了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逐渐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最大
的时代考题。为此，地主阶级洋务派、
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等“考生”纷纷
走进历史考场，先后交出形形色色的答
卷，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
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考试以不
合格告终。1921年应运而生的中国共
产党走进历史的“考场”，经过 28 年艰
苦卓绝的奋斗，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
来了”的郑重宣告，向人民交上了合格
“答卷”。

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政治主题
由革命转向建设，时代的考题变为“人

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人
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独立自主
的艰苦奋斗，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维
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连年快速增
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跃居世界首位，创
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
两大奇迹，以“富起来”向人民交出合
格“答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
代的考题变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决了许多长期
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特别是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三
五”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伟大历史性成就，以“强起来”为世人所
瞩目。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没有现
成答案，是实验就会有失败，是探索就
会有失误。历史虚无主义者总是以“满
分”标准看待党史上的“错题”，这显然
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同时也忽略了中国共产党“改错
题”的能力和历史作用。邓小平指出：
“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
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

己的错误。”我们党随时“改错题”，每一
次“改错题”都使得党在正确的道路上
更好地“赶考”，继续向人民交出合格答
卷。

历史现象是纷繁复杂的，而要形成
正确的认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
度，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历史虚无主
义者披着“反思历史”“范式转换”“还原
真相”等学术外衣解构历史，具有一定
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他们以臆想代替
史实、以主观代替客观、以表象代替规
律、以支流代替主流、以片面代替整体，
其历史观的错误在于“脱离考题去阅
卷”，这显然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回望党的百年历史，贯穿其中不变的初
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从未偏离的“考题”
和永恒的答案。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主席
提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这要求我
们必须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把
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
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
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么中
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
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作为
世界上长期执政的最大政党，最有资格
也最有底气向世人讲清楚党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
（作者单位：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以正确历史观看待时代“考卷”
■范景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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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异成绩迎
接建党一百周年。学习好、总结好党的
历史，传承好、发扬好党的成功经验，一
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自觉用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一）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般规律和总的趋势，具有普遍的真理
性。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其
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基本立场
观点和一般原则方法，而不是现成的答
案和具体办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
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各国
国情不同，因而这些原理在各国的应用
也有所不同，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把马克
思主义与本国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在实践中探索符合国情的道路。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着我们党不
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个别词
句和别国革命及建设的经验，必须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
来，独立地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道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
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
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
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
洞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伟大社
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
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
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
翻版。社会主义建设只有把科学社会
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
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
践中不断探索，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
实。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坚持、运用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
义，对待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
正确态度。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东方大国，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经济政治
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中国共产党人致力
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社
会，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艰辛
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开启
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
程，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创新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
发展自身的理论品质和内在需要，也是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走向胜利成
功的需要。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
不变的教条，就会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
命力，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
危害。

（二）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
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
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
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每一个时代
都有其特定的矛盾、问题、任务，只有看
清历史大势，把握时代脉搏，从理论和实
践的结合上解决问题，才能推动思想理
论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进步。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在实践的
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就是一部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
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
史，就是一部以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为
指导不断进行伟大实践创新的历史。
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
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
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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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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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指
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倾听时代
声音、把握时代特点、洞察历史规律以
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
阶段问题的实践中产生的，是在总结概

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立场、观
点、方法研究解决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实
际问题，创造性创立、创新性发展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指导并领导了人
民进行伟大的实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历史飞
跃、每一个理论成果、每一次丰富发展，都
是在总结、概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
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
想，正确回答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什么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问题，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新时期，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
集体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
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
集体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
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实现
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形成了
科学发展观，推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密结合新
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
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
论和实践结合上全面系统回答了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
史性变革。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飞跃、丰
富、发展，有力地指导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所从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
实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人
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向全世界昭示了社会主义的生
命力和活力，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展现了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实践伟力。

（三）

在当代中国，学习贯彻和实践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和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要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中，不断增强学习实践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
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党和
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的新阶段，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对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并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要认真读经典、悟原理、学方法，深刻理
解、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尤其要把握其
根本立场、总体目标、战略安排、总体布
局、战略布局、根本动力、根本保障、政
治保证、基本方法等；要联系实际，运用
其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
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
和实践问题。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既
要学习、把握、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又要用发
展变化的眼光、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创
造的思维对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的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学习和理论
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要注重学习、把握、
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最新经
验总结和理论创新成果，在新的实践中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用新的实践经验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执笔：杨信礼）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
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干部的理论水平，培
养了大批优秀干部，而且涌现了以毛泽
东《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
等为代表的大量理论著作。党在延安
时期，战火不断，生活艰苦，之所以能够
出现这些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
们党十分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在当
时的理论界有一句流行语叫“吃小米
饭，攻理论山”，意思是生活虽然艰苦，
但也要在理论学习和攻克理论难关上
有所建树。

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强
大理论武器，在延安时期陆续创立了抗
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
等十几所干部学院，一方面大力加强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对干部大
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其时，人
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可谓争先恐后、
你追我赶，成为热潮。理论是人们确立
思想的根基，信仰了什么样的理论，就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时期，因为有
了马克思主义的阳光雨露，党的优秀干
部成长如雨后春笋。

今天回顾这一历史，并不仅仅是对
革命先辈当年理论学习的热情称颂，而
是感到我们每个党员都应该从中受到
教育和启迪。在当年那样艰苦的条件
下，那样窘迫的环境中，既缺乏应有的
教科书、学习用品，又缺乏基本的物质
生活保障，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却仍能
如饥似渴、不舍昼夜地学习理论，这是
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而这种学习精
神又从何而来呢？毫无疑问，完全出于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理想
的追求，出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正因为有
了这样的信仰、追求和初心使命，学习
的热情、劲头才会涌遍全身，有条件要
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学；有督促
要学，没有督促也要学。他们总是唯恐
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跟不上形
势的发展。

学习理论有多种动力，但最根本
的动力还是信仰和追求，有多高的信
仰和追求就有多大的动力和劲头。今
天，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这应该
成为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
部的信仰和追求，为了这一信仰和追
求，应当像革命先辈当年“吃小米饭，
攻理论山”那样，把理论学习当作使
命、当成习惯，用以武装头脑，永葆革
命干劲。
（作者单位：陆军勤务学院二大队）

“吃小米饭，攻理论山”
■严 翔 程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