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NEWS2018年1月10日 星期三
统筹：胡田野 美编：王小羽 校对：亚丽A02

“辛亥革命以来的几百个政党和政
治组织中，我们党站住了、发展壮大起来
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党有科学理
论指导”；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
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我们的这面
旗帜上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现在又写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2017年 11月 17日，北京师范大学英
东学术会堂，面对济济一堂的师生，中央宣
讲团成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娓
娓道来。

这是一个缩影——从中央宣讲团深入
基层，讲创新理论、大政方针、身边故事，到
十九大代表现身说法、各级领导干部带头
学带头讲，党的十九大闭幕两个多月来，神
州大地处处涌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热潮。

两个多月前，党的十九大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
持的指导思想，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作出全面部署。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决胜阶段，更需要思想统一；
关键时期，更需要行动一致。
延安桥儿沟天主堂，中央党校当年的

礼堂，也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旧址。

“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
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建立在
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
展墙上，一份泛黄的《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
指示》引人深思。

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大命题，号召“来一
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历史是如此相似，又是如此意味深
长——

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鲜明
品质。

97年前，依靠学习，一批掌握马克思
主义“真火”的先进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从
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60多年前，依靠学习，进京“赶考”的
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建立了新中国，成功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
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40年前，依靠学习，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开启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创造了举
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依靠学习兴起，依靠学习成长，依靠学
习壮大，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一部党领导革
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性学
习、创造性实践的历史。

“我们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由弱到
强，学习是一个重要原因。越是关键节点，
党越强调加强学习，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
统，也是强大的政治优势。”曲青山说。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巍巍伫立。
1945年4月至6月，党的七大在这里召开，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侯振龙

说：“如果说七大是中国人‘站起来’前最重
要的会议，那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十九
大，就是为‘强起来’做准备！”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
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推动实
践和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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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3日，中国
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
行，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
的领导人共600多名中外代表出席。

“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在于与时
俱进。”埃及自由埃及人党主席伊萨姆·哈
利勒说，“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
自己的指导思想，这是至关重要的。”

“党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全党大学习，
就要一以贯之地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
院长郑金洲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聚焦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正在创建主题教
室，通过图片、实物帮助学员们更好地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学习是为了什么？”中国浦东干部学
院刘靖北教授一语中的，“要通过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学习，
更加坚定初心，增强使命感，获得继续前行
的精神动力。”

北京展览馆，“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
成就展开展短短三个多月，现场参观人数

达266万，网上展馆参观量达2283万。
从“天眼”探空到“蛟龙”探海，从量子

卫星天地一体化实验到“神威太湖之光”超
级计算机，中国的科技创新不断突破；中国
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一个
个“世界第一”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我们用30多年走过西方国家数百年
的道路，大家更自信了。未来30多年怎么
干，方向感更强了。”上海市嘉定区委书记
马春雷说，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
民的选择，这一思想是引领中国走向“强起
来”的旗帜。

2017年 11月 2日，《中共中央关于认
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
全文发布。

“以往历次党代会后，都只是下发一个
通知，这次改成了‘决定’。”郑金洲说，“一
词之差，反映中央的要求更高、更坚定。”

把着力点聚焦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上，聚焦到5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上……《决定》
里的6个“聚焦”，为“大学习”指明了方向。

最近，作为陕西省专家学者宣讲团成
员，延安大学教授谭虎娃以《发扬延安精
神 以坚定的“核心意识”加强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为题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确立核心、维护核心，是一个政党走向
成熟的显著标志。”谭虎娃说，“全党来一个
大学习，就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通
过学习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全党来一个大学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

新华社电 冬日的中央党校校园，洋溢着浓厚的学习氛围。
1月5日至8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在北京举行。
越是重大历史关头，越要重视和抓紧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党来一个大学习。”党的十九大闭幕后

第三天，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号召。
这是一个百年大党的清醒和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作出的重大抉择。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2017年 12月 8日，中南海怀仁堂，十
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在这
里举行，主题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大数据是当下世界前沿的技术热
点，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的视野，反映出
党中央敏锐洞悉科技前沿、紧紧把握时
代脉搏的能力，释放了党中央重视科技、
善学善治的信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
大数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
副校长梅宏说。

以身作则抓学习，不断提高治国理
政的能力和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际行动
为全党作出光辉典范。

十八大至今，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进
行45次集体学习，内容涉及治党治国治军、
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的方方面面。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大家认真做记
录、划重点。讲完后，还有‘学员’提问。”分
别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和“我国历
史上的反腐倡廉”，两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
进行讲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
长卜宪群至今记忆犹新。

“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

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党的
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把字贴在后背上，
后面的人边行军边认字；延安时期，抗日军
政大学流行“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
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接管上海时，不少解放军指战员拿到了《城
市常识》小册子……这些真实的历史正是
中国共产党人求知若渴的最好见证。

使命需要担当，担当需要本领。
早在70多年前，毛泽东就曾经告诫全

党：“我们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

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提“本领

恐慌”，2013年 3月 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
80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要求：“全党同志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
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

2017年 12月 1日，北京西郊，中共中
央党校。

前来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的部分外国政党领导人，参观了这
个拥有 85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培训高中
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 下转A03版

“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
——常怀赶考心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担负起新时代的重大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