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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

织的大背景下，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

更加复杂，风险挑战更加严峻。如何

正确认识、科学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

形势和严峻的风险挑战？习主席指

出：“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

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

挑战的关键。”这一重要论述蕴含着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国内国际大局大势的深

刻洞察和科学把握，彰显了对坚持成

功历史经验、风雨无阻奋进新征程的

强大定力和高度自信。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立足点在

于走好自己的路，关键在于办好自己

的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

向上发展的国家来说，外部环境的不

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归根结底属

于外因，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要

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内因和外因的辩

证关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

主要方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深邃

眼光。思维决定视野，站位决定成

败。回望光辉奋斗历程，党领导人民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

宏的史诗，靠的就是对世界大势和历

史规律的深邃洞察，靠的就是自信奋

发、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今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

转的历史进程，我们面临难得机遇，

具备坚实基础，拥有无比信心。同时

也要看到，机遇稍纵即逝，需要我们

具备“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深邃眼光，

既要看到“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增

强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又要看

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刻保持

见叶知秋的敏锐，注重防范和化解各

种风险，在担当和斗争中抓住机遇，

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要有“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战略定

力。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

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

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

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

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

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初心和

使命。一百多年来，无论形势和任务

如何变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

挑战，我们党都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团结带领人民披荆斩棘、奋勇向

前，并以创造两个奇迹的辉煌向世界

宣告：“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

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

做到。”目标指引方向，目标凝聚力

量。只要我们认准目标铆足干劲，不

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排除万难、勇毅

前行，就一定能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实现我们既定的奋斗目标。

要有“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

气概。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

成。放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由沉沦而奋起、由苦难而辉

煌的命运转折历程，都是与困难结

伴、与斗争相随的。那些战胜困难的

经历，都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财

富；那些在困难面前勇毅前行的时代

先锋，永远被人民所铭记和敬仰。新

长征路上，我们正面临着种种难以想

象的困难，需要我们“既正视困难又

坚定信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迎难

而上，敢于斗争，砥砺前行，奋发有

为”。只要继续保持“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英雄气概，激发“狭路相逢勇者

胜”的斗争精神，起而行之、勇挑重

担，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们就一定

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在新的赶考路

上继续考出好成绩。

要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求实

精神。“致广大”是谋事的基础，“尽精

微”是成事的良方。干事创业，我们

既要登高望远，具有大视野、大格局；

又要立足当前，埋头苦干，把宏伟蓝

图变成现实。“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

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宏大的，改

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无所不

涉、无所不包；我们做的事又是具体

的，具体到一个单位、一个岗位、一项

事业、一项任务。每个人都在其中的

某个岗位、某个链条上，既要立志高

远，又要躬身践行，切实把使命装在

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做到谋划时

统揽大局，落实时细致精当，多积“尺

寸之功”，把工作一件件做到位，把任

务一项项完成好，滴水穿石、久久为

功，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前无古人的伟

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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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学常新、常学常悟，才能常学常

得。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军队推

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常 态 化 长 效 化 的 意

见》，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学在前、作表

率，形成以上率下、常学常新的良好局

面。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学常新，就要

直面现实问题、放眼未来发展，让党史

这门必修课、常修课成为党员干部提高

党性修养、锻造实干能力、锤炼过硬作

风的营养宝库。

欲 知 大 道 ，必 先 为 史 。 当 今 世 界

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不稳

定 不 确 定 因 素 叠 加 。 在 前 所 未 有 的

风险挑战面前，更加需要我们用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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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党 史 、国 史 ，是 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

续 推 向 前 进 的 必 修 课 。”我 们 要 在 常

态 化 党 史 学 习 中 学 出 新 意 、学 出 深

度、学出成效。

“ 知 之 者 不 如 好 之 者 ，好 之 者 不

如 乐 之 者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从 根 本 上

讲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人

的思维习惯和思想转变规律，化被动

为主动。因事而变，围绕树立正确党

史观，坚持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为依

据，在宏大叙事中准确把握党的历史

发 展 的 主 题 主 线 、主 流 本 质 ，着 力 把

握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基本脉络 ；主动

挖掘和宣传历史主干上的细节，用翔

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历史结论，用体系

化 的 细 节 驳 倒 历 史 虚 无 主 义 惯 用 的

割裂叙事。因时而变，适应网络时代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规 律 ，着 力 用 好“ 互 联

网 + 教 育 ”这 个 新 增 长 极 ，借 力 大 数

据、云计算、微视频等新手段新载体，

发挥新媒体平台的网聚辐射效应，构

建统筹资源、服务全员、集优共享、直

通 末 端 的 教 育 新 模 式 ，推 行 可 视 化 、

沉 浸 式 、互 动 式 等 教 学 方 式 ，通 过 通

俗化阐释、形象化解读、兴趣化开展，

让党史更加鲜活起来，让党史学习教

育更加生动起来。因地而宜，紧贴部

队 特 点 深 入 推 进“ 红 色 基 因 代 代 传 ”

工程，用好部队的军史馆、荣誉室，把

单位的老英模请回来，把身边的典型

立 起 来 ，让 官 兵 到 驻 地 的 纪 念 场 馆 、

革命遗址看一看，在实地感受革命先

烈的英雄事迹中激发传承红色基因、

矢 志 强 军 打 赢 的 精 神 动 力 。 坚 持 抓

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影响带

动广大官兵，通过完善常态化学习教

育机制形成习惯、融入班子考核和干

部考核形成导向、强化党建主体责任

倒 逼 落 实 ，让 带 头 学 党 史 、主 动 讲 党

史 ，自 觉 从 党 史 中 汲 取 历 史 自 信 、强

化 理 论 武 装 、增 强 政 治 能 力 、弘 扬 优

良 作 风 、推 进 自 我 革 命 ，成 为 一 种 自

觉、一种风尚。

知 者 行 之 始 ，行 者 知 之 成 。 学 习

党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而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从 历 史 中 汲 取 精 神 之

钙、智慧之源，满怀信心继续前进。奋

进新征程，我们继续学习党史、常态化

重温党史，关键是进一步把学习党史

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

起来，鉴往知来、继往开来，认清历史

使命、明晰历史责任，把前辈的智慧和

经 验 转 化 为 我 们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能

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能，

着力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

性，在新的历史实践中谱写属于我们

这代人的时代篇章。

（作者单位：32504部队）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学常新
■仇汉青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

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

花。”这几句诗出自抗日巾帼英雄赵一

曼的《滨江述怀》，从中可见其崇高的民

族气节和坚定的抗日信念。1935年秋，

赵一曼任东北抗日联军第 3军 1师 2团

政治委员。在一次与敌人的战斗中，为

掩护部队突围，她身负重伤，昏迷被

俘。被俘期间，日军施以酷刑企图逼其

投降招供。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赵一

曼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守口如瓶到最

后一刻，用年仅31岁的年轻生命诠释了

“甘将热血沃中华”的铮铮誓言。牺牲

前，她给儿子写下了遗书：“我最亲爱的

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

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

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

牺牲的！”2015年 9月 11 日，习主席在

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

体学习时提到赵一曼烈士的家书，他深

情地说：“这些革命烈士的家书是进行

理想信念教育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

材，应该编辑成册，发给广大党员、干

部，大家都经常读一读、想一想。”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

党人怀揣着忠贞不渝的革命信仰，披肝

沥胆、英勇奋斗，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

旗下的铿锵誓言，挺起了中华民族的不

屈脊梁，筑起了民族精神的不朽丰碑。

从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砍头不

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头可断，

志不可夺”的杨闇公，到热火朝天的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愿永远做一个螺丝

钉”的雷锋、“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

王进喜，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孔

繁森、“一旦抓住机遇，就要发狂工作”

的林俊德……虽身处不同年代，但这些

党的优秀儿女始终信仰不变、信念不

移，不畏艰难、砥砺前行，展示出了共产

党人为了信仰舍生忘死、勇毅前行的宝

贵精神品质。

信仰越坚定，革命意志就越坚强。

习主席指出：“有一个道理要反复讲，就

是党的干部必须永不动摇信仰，矢志不

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

斗。”新征程上，像战争年代那种血与火

的生死考验少了，但形势环境变化之快、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

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

前所未有的。为此，广大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要传承我党我军坚如磐石的

革命信仰和革命精神，无论遇到多么强

大的敌人、身处多么艰难的环境，都能始

终坚守初心、保持本色，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

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让

忠诚的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要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

钙、把稳思想之舵，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

脊梁，以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要传承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优

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在党和人民需

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以事不避难、义不逃

责的担当和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情怀，

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要鼓足

精气神，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激情，牢固

立起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

焦备战打仗，以敢战能战善战的血性胆

气做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

兵劲旅。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甘将热 血 沃 中 华”
■刘懋清

善于在重要历史关头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是我们党推进事业发展的重要

经验。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的关键时

刻，习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

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阐述了事

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

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

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激励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奋斗新时代的动员令、迈向新

征程实现新目标的政治宣言书，是一篇

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为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思想

基础、理论基础。

一

思想之伟大，正在于应历史之变、解

时代之问。习主席深刻指出：“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重大论

断，是对伟大实践的深刻总结，对历史大

势的深刻把握，传递出党团结带领人民

在新起点上沿着正确道路继续前行的决

心，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

了强大信心和力量。

为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注入信心

力量。“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

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

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

事要事，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

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

的事情。当前，世界动荡和变革两种趋

势持续演进，发展和安全两大赤字不断

凸显。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习主席作

出“五个新的战略”重大判断，深刻阐释

“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的战略策略，

深刻阐明“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

事情做好”的重要遵循，为我们抓住发展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来自国内外各

种重大风险挑战，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坚定不移走好必由之路注入信心

力量。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

点就是走自己的路，这是党百年奋斗得出

的重要历史结论。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

伟大实践中，我们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

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

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前进道路上，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来坚

持、巩固和发展这些历史性成就。习主席

的重要讲话通篇表达了高度的自信，“坚

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

帜的邪路”。习主席概括的这些基本结

论，是我们党夺取新的胜利、沿着不可逆

转的复兴之路勇毅前行的时代宣言，体现

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历史自信、

强烈的责任担当。

为更加坚定自觉维护核心注入信心

力量。核心凝聚力量，思想引领发展。新

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

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

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和人民一道奋斗

出来的。”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历史的结论

又是未来的昭示，既是理论的总结又是实

践的启示，更是创造新时代伟大成就的制

胜密码。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进一步牢固确立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才

能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意

志、行动高度统一起来，画出中华民族团

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不断创造出令人刮

目相看的新的伟大奇迹。

二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

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

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

势。习主席的重要讲话，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提

出一系列富有创见的重大思想、重大观

点、重大论断，为我们向着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化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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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如何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

去，是我们党必须回答好的重大课题。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奋发有为

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前进”，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坚持用马克

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贯通起

来，深刻回答了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

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彰显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

和活力，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

代的大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全面性、历史

性贡献。

深化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认识。在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

时 期 ，在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的 时 代 关

口 ，建 设 什 么 样 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好的重大

课题。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统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在与未来，对新时

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顶

层设计，强调“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把国家和民族

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

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推进和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根本要求，

作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战略部署，为我们在新征程上实现党的

奋斗目标提供了战略指引。

深化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认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

目标任务，关键在党。习主席的重要讲

话，抓住“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

这个关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提供强大引领；抓住“巩固长期执政

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这个根

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

而奋斗；抓住“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

要津，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指明方向

路径。这些重要论述，是被实践充分证

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成为我们

党执政兴国的行动纲领。

三

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

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

进。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明确了如何开启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大问题，对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具有全局

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为我们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科

学的行动指南。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揭示了新时代我

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进

一步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

么”这个根本问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党为人民而生、因人

民而兴，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是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我们

要继续把“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统一

起来，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始终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

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不懈努力，在新的赶考路上交出无愧

于历史和人民的新答卷。

始终坚持“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的

时代追求。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既有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

事的重大安排，又有改革发展稳定、内政

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的具体

工作，彰显了我们党非凡的战略睿智，体

现出党制定和实施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

胆识、魄力和能力。新征程上，我们必须

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

场观点方法，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问题，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

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研究提出解决

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坚定斗争意志，

增强斗争本领，一仗接着一仗打，勠力战

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不断赢

得新的胜利和荣光。

始终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

会革命”的历史经验。勇于自我革命是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

志。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就永葆党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本色问题作了深刻阐述，对于

我们进一步增强自我革命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确保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

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前进道路

上，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

长期存在，要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清除一

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

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

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执笔：王 强）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编者按 旗帜指引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
路决定命运。习主席深刻指出：“明确宣示党在
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
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对团结和激
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党的二十大

即将召开的关键时刻，习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和动
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
章。从今天起，本版陆续刊发学习贯彻习主席重
要讲话精神系列理论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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