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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 � �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
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 不断增强
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通知强调，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
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 组织
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了
解党史、新中国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
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
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 170
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 98 年的奋斗史、新中
国 70 年的发展史， 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 在深入学习和不断领
悟中，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弄清
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做到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
党之志。

通知强调，要组织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党
史、 新中国史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文章中有关党史、 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结合
起来，不断深化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认识
和理解。 通过学习，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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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
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艰辛探索和历史必然，坚定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
执政使命和根本宗旨， 从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
中恪守人民情怀； 进一步深刻认识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担当的本质内涵， 发扬革命精神和斗争

精神，勇担历史重任；进一步深刻认识我们党靠
忠诚经受考验、靠忠诚战胜困难、靠忠诚发展壮
大，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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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指出， 各级党组织要在主题教育中对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出具体安排，可把 《中国
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新中国史著作作为辅
助读物，组织党员、干部认真抓好自学。 党员领
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真学深学，学会历史思
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 各级党委（党
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要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学习
交流。 主题教育结束后，要形成长效机制，把党
史、新中国史学习作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培训
的重要内容， 把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持续抓下
去，切实抓出成效。

以“工笔”
画准“自画像”

� � � �解决问题，贵在实实在在、不搞形式主
义。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只有客观认识自我 、找准差距短板 ，才能
有的放矢进行整改，牢牢把握“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在国画传统中，工笔与写意大不相同，
前者的鲜明风格是“求工整而逼真”“有巧
密而精细”。 这次主题教育，一项重点措施
就是整改落实，而整改的前提是通过检视
问题找到差距、找准病灶。 这就需要广大
党员干部用“工笔”画准个人的“自画像”。
激扬自我革命精神 ，真实刻画自我 ，画准
画细存在的病灶 ，有利于对症下药 、药到
病除。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找差距，
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对照党章党规，对
照人民群众新期待 ，对照先进典型 、身边
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有的放矢进行
整改。 ”在现实中，有少数人虚与委蛇、“雨
过地皮湿 ”，不认真检视问题、查找差距 ，
试图以扭曲的“写意”巧绘“自画像”。 有的
“雾里看花 ”，讲班子有板有眼 ，谈自己模
糊不清 ；有的 “抑扬失度 ”，讲成绩夸夸其
谈，查问题三言两语；有的“爱惜羽毛”，讲
差距避重就轻，揭痛点轻描淡写；有的“旧
版翻新”，举例子老调重弹，析原因套话连
篇。 如此种种，不愿把问题往实里讲、把根
源往深处挖 、把教训往个性上找 ，自我画
像也自然难以精准。 说到底，还是私心在
作怪 ，怕问题讲实了 、查深了 ，会自损形
象、影响升迁，甚至遭到惩处。

画准“自画像”，就要对党忠诚。 “天下
至德，莫大于忠”。 “忠诚干净担当”，忠居
首位，足见其重。 忠诚，是衡量党员政治品
格的重要标准、检验党员党性纯度的试金
石，也是找准解决问题路径的铺路石。 在
党言党、对党忠诚，不忘初心，以刀刃向内
的勇气，才能彰显襟怀坦荡的品格。

画准“自画像”，就要修身自省。 “人非
圣贤， 孰能无过”， 关键是要认清自己的
“不完美”。 政治清醒的革命者，皆有躬身
自省的高度自觉。 周恩来同志常以“我的
修养要则”检视不足，陈毅同志每每在“中
夜尝自省 ”中改正缺点 ，谢觉哉同志坚持
在每晚睡前与自己 “打官司 ”论是非……
赓续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矢志自我
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才
能提高境界，更好坚守初心、砥砺恒心。

画准“自画像”，就要解剖自我。 共产党
人是拥有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的。 这是一
种觉悟，敢于对自己说“不”，不陶醉于个人
的一时之功； 是一种风骨， 勇于对自己亮
丑，敢用显微镜照见个人的缺点不足；是一
种境界，善于对自己较真，永不自满、永不
懈怠。常跟自己过不去，注重检视自身存在
的问题， 党员干部才能公而忘私、 清正廉
洁，不做昏官、懒官、庸官、贪官。

“但立直标，终无曲影”。 拿出刮骨疗
伤 、毒血涤尽的勇毅 ，认清自己 、对准标
尺、检视问题，我们终能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锻造担当任事的“宽肩膀”“铁肩膀”，走
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马祖云）

初心和使命彰显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 � � � 习近平同志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 ：“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 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 70 个年头这一
重要历史节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回望我们党不懈奋斗的历史，我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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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的初心、
肩负的使命， 这个初心和使命决定了中国共
产党的一切奋斗都与中国人民幸福、 中华民
族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 彰显了党性和人民
性的高度统一。

初心和使命决定了党性和
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
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无产阶级的解放
包含全人类的解放。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
锋队， 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牺
牲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论证了马克
思主义政党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列宁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基础上，要求
党员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 “是否同群众
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 因此，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
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本质要求。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性
和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个初心和使命是
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这
个初心和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
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 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对于我们党来说，党的一切奋斗都是为
了人民，党和人民始终心连心、同呼吸、共命
运， 我们党的党性和人民性始终是高度统一
的。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从本质上说，
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 坚持人民性就是
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
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 ”

践行初心和使命必须坚持
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此，我们党
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定了不同的具体奋斗目
标。 当前，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就要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确定奋斗
目标是部署“过河”的任务，但不解决“桥”或
“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党性和人
民性的高度统一既解决了世界观， 也提供了
方法论，为“过河”找到了路径。 从世界观来
说， 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从方
法论来说， 中国共产党人要懂得人民群众是
真正的英雄，解决好“依靠谁”的问题。

践行初心和使命， 必须坚持党性和人民
性高度统一。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 为人民而

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
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每名共产党员
都要明白， 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
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
的英雄，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共产党员必
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98 年来，我们党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行稳致远。

革命战争时期， 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风雨
如磐的年代， 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在波澜壮阔的
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以实际
行动昭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
位。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以赤子之心和牺牲
精神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正如毛泽
东同志所说：“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
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
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创造了国家发展的
奇迹， 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
方。 新中国成立 70 年，是党和人民群众团结奋
斗的 70 年。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唱响了改天换地的奋进之
歌。 经过近 30 年的奋斗，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
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逐步改变
了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 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开辟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
的创造热情，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
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大幅改善。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 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 我们党 98 年的奋斗历程，是不断践行初心
和使命的奋斗历程， 是将党自身的发展壮大与
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奋斗历程，
也是不断把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推向新境
界的奋斗历程。

通过主题教育确保党性和
人民性高度统一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确
保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有力举措。 只有始
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确保党性和人民性
高度统一， 才能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党
的最大政治优势、 克服脱离群众这一党执政后
的最大危险。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就是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奔

着问题去，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坚忍不拔的韧劲
坚决予以整治，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
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 努力把我们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就是要继续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观点、
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 具体落实到行动
上，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 筑牢党长
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 我们要
通过这次主题教育，使全党始终做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
度统一，决非轻而易举之事。 能否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是我们加强
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
使命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为了始终坚持党性和人
民性高度统一，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建设。
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 〉发刊
词》中提出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
法宝之一。 革命胜利前夕，他又提出“两个务必”
思想，告诫全党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 新中国成
立之初，针对党内腐败，党中央开展了“三反”运
动等。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提出要“把我
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强
调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 在建立和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党中央要求党
员领导干部严防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政治生
活，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
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全面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的劲头正风肃纪， 消除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种不
良现象。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执政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 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
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
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
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 “其兴也勃焉 ，其亡
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跳出历史周期率，关键
要做到“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而得到人民
群众的拥护才能“安”和“治”，失去人民群众的支
持就会“危”和“乱”。 2019 年 6 月 24 日，习近平
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
“越是长期执政， 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
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
命的澎湃动能。 只要我们开新局于伟大社会革
命，强体魄于伟大自我革命，自觉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就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向人
民交上优异答卷。 （双传学）

本
版
稿
件
原
载
《
人
民
日
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