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共产党员网 2021-07-07）

一个人要有点精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更 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走向百年大 党强党，源于伟

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 力量之源，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 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真实

呈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

精神代代 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處续红色血脉，永远把

伟 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伟大建党精神从哪里来

一切精神皆有来源，追根溯源，必源于人民、源于实践、 焉斗

争。伟大建党精神也是如此。

近代以来的中国因为帝国主义入侵而国家蒙辱、人民蒙 难。国

家蒙辱、人民蒙难最终必然体现为文明蒙尘。中国迫 切需要一种能

够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 型理论的指引。十月

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强

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调人的 自由与发展，强调人的尊严与平等，

强调人民主体地位。马 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得到了中国先进分子发

自内心的拥护和 满怀热情的拥抱。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

产党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



优 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 引领

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是开

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 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有 5000 多年的悠久文明，是世界上各种古老文明形 态中

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世

界文明因为中华文明而绚丽多彩，中华文明因为 世界文明而发展创

新。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文化、修身修 心养德的传统、天下情怀、

大同思想、天人合一理念等代代 相传、生生不息。中国共产党是在

近代以来中国土壤中诞生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义无反顾地传承

和发展优秀的传统 文化，必然将这些文化因子发扬光大并成为伟大

建党精神的 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 牲、一

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党带领

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形成了

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 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 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

精神等在内的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 志。党

在一大纲领中郑重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 会革命”。革

命者必先自我革命，坚持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 革命，是中国共产党

始终如一的鲜明品格。中国共产党自成 立以来，就特别重视通过管

党治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党在百年



历程中形成、发展、巩固了 丰富的自我革命思想成果，如坚定理想

信念、加强党性修养、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

性教育相结合、 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

民监督等。

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 创建了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 大建党精神，这是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在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领域

中形成了丰富的精神谱系。而伟大 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之源。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掌握真理的马 克思主

义政党必然胸怀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上的

“钙”。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 想武器，坚持用

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结合，用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观察历史、观察世界、观察大势；坚 持以实践观点和斗争精神观察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坚持以社会革命作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坚定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求党员具

有无 私奉献和奋斗精神，把实现远大目标和近期目标统一起来。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 理想

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马 克思主义信

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牢



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是党的初心使命。初心易得， 始终难守；初心如磐，使命如山。

只有永葆初心，才能继续 前行、不懈奋斗。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

党人接受了初心考 验和使命磨练，接受了历史和人民评判。一部中

国共产党的 历史就是一部用党的初心和使命映照全体共产党员、激

励全 体共产党员砥砺奋进的历史。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 民族

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烙印， 一路走来

就是在敢于牺牲和勇于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 赢得胜利。近

代以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 的烈士约有 2000 万，

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前， 中共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

共 170 多人，42 人牺牲，约占四分 之一；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共

55 人，15 人牺牲，约占四 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人愿意为人民和民族

牺牲宝贵的生命， 愿意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而进行英勇斗争，归根结底是因为党从人民群众中来，

到人民群众中去。逆境顺境看胸襟，大事难事看担当。中国共产 党

人的斗争精神、斗争意志体现在面对大事难事敢于担当、 面对大是

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 敢于挺身而出、

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 坚决斗争等方面。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由人民 而立、

因人民而兴，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位

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 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



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

性与人民性从来都具 有高度的一致性，对党忠诚与对人民负责从来

都是一致的。 在百年大党的不平凡历程中，凡是把党的利益与人民

利益对 立起来的企图注定要失败，凡是脱离实际、脱离人民需要想

问题、干事情注定会失败，凡是想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分割开

来、对立起来的企图注定会失败。

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 来，从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 成功、弄明白

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当代中国共产 党人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必须始终落实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 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的全部活动之中。 在进行伟大斗争中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百年历程，中国共 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靠伟

大建党精神 启航新征程、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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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斗

目标。然而，前进之路必然有各种风险考验甚至会遇到惊 涛骇浪，

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体 共产党人要勇于

斗争、善于斗争、学会在新时代开展斗争, 在伟大斗争中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斗 争智慧、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

争本领。

在建设伟大工程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思想定魂，理论 定神，

组织塑形。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 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并发挥

统领作用，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 建设，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坚持把纪律建设放在更加突

出位置，坚持把制度建设 贯穿党的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深入

推进反腐败斗争, 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

量发展。

在推进伟大事业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与社 会主义

事业具有内在逻辑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许多特 征，最本质的

特征是党的领导，反映了党与社会主义事业内 在统一这个“本真”

结论；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反 映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内在统一这个“本 土”属性；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

前进方向，反映了中国共 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统一这个

“本来”定位。党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紧密联系表明，党的

命运与社会主 义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党兴则社会主义兴，党强

则社会 主义强。同理，社会主义事业愈是发展壮大，党越是发展壮 大。

中国共产党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 须以伟大建党精神

凝神定向。

在实现伟大梦想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

国梦既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位中国 人的梦。中国共产

党带领人民要把梦想变成现实，必须把人 民组织起来、把海内外中

华儿女凝聚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

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 共同奋斗的力量。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新征程中， 中国共产党必须统揽两个大局，立足于党和人

民的共同奋斗 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伟大建党精神，以伟大建党精

神武装 全党、教育人民，从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