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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勇

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

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始终坚持勇于自我

革命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正是靠着这一光荣的传

统、伟大的精神，纠正了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

一个又一个错误，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一步步发

展，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份优异的答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受长期的战争及共

产国际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

秀右倾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左”倾主义，张

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也曾经在江西瑞金、陕北延

安出现过谢步生、黄克功、肖玉璧等腐败现象。这

些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度使党

创立的工农红军及红色革命根据地损失殆尽，处

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这些错误的纠正不是靠

其他政党派别进行的，而是靠我们中国共产党自

己。我们党经过多次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特别

是经过 1942-1945 年的延安整风，彻底纠正了党内

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各种错误认识，使

全党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

育，使全党的思想认识得以全面提高，党的队伍达

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

利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面临

着被腐蚀、被腐化、丧失党的先进性、走到人民对

立面的危险，党内曾出现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

作风以及思想不纯、组织不纯、腐败等问题。从

1950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开展整风

运 动 ，重 点 整 顿 各 级 领 导 机 关 和 干 部 的 作 风 。

1951 年 2 月，中央提出用三年的时间进行一次整党

运动，并要求与当时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结合

起来进行。其间，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地区专

员张子善因贪污腐败被绳之以法。历时四年的整

党整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整党

整风运动，查处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提高了党员

干部素质，对党领导全国人民恢复经济、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1957 年，我们党开展

了开门整风；1963-1966 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1969-1971 年，开展了“吐故纳新”整党建党

活动。尽管有些活动中存在着“左”的错误，但大

方向是对的，对纯洁党的队伍、端正党的作风、巩

固党的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党员干部管理失之于宽、

失之于软、党内腐败现象严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3-1987 年在全党开展全面

整顿，1998-2000 年开展“三讲”集中教育，2000-

2002 年在基层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

育，2005 年开展了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这些教

育活动的开展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无疑都起到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

前途命运出发，多管齐下大抓党的建设。首先，从

思想教育入手，相继在全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

学习教育等，实现了思想理论武装与思想教育、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相结合，党员干部队

伍的素质不断提高，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不

断增强，党的作风明显改进，执政能力不断提升，

党群关系日益改善。其次，不断完善党的制度建

设，扎紧不能腐的笼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相继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

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等 80 余部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以及

部分规范性文件，基本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若干

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基础性、综合性和专门性的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些党内法规制度的不断健

全，使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笼子越扎越紧、越织

越密，从而使全面从严治党有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全面从严治党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贯彻落实。再

次，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以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的决心，向党内腐败势力开刀，老虎苍蝇一

起打，大抓党风廉政建设，零容忍惩治腐败。从党

的十八大到 2020 年，中央纪委共抓出中管腐败干

部 400 多人、地厅级以上干部近 2 万人、县处级以

上干部 14 万多人，追回外逃人员 7000 多人，在强

高 压 常 震 慑 、坦 白 从 宽 抗 拒 从 严 政 策 感 召 下 ，

15000 多人投案自首，对腐败犯罪形成了巨大的震

慑效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短短 9 年时

间，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进行自我革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净化党内

政治生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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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走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道路，书写

了一个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崭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

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

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就成为决定

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

临的形势之严峻复杂前所未有，面临的风险挑战

前所未有，肩负的希望重任前所未有。我们要迎

接挑战，战胜困难，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新胜利，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就必须继续

保持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荣传统，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检视自己，正视自己的

缺点和问题，改正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要敢对自己

动手术，坚决去掉自身存在的与人民的要求、党的

事业的要求、国家发展的要求不相符的东西；要拿

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思想武器，把他帮与自

改结合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大潮中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

性，才能经受住各种风险挑战的考验，才能使党永

葆生机和活力，立于不败之地。

毛齐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2021 年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的关键节点，注定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纵观历

史，我们党的一百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百年，是中国

共产党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一百年，更是致力于不断加强和改进自

身建设的一百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而共产党能够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姿

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是什么？如何继续

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在今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

间节点上，我们务必要回答好、解释好这些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握百年党史，从党史学习中

找寻答案，通过学党史启迪智慧、坚定信念、激发

力量，真正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进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一以贯之地

进行下去，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习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党 的 历 史 是 最 生 动 、

最 有 说 服 力 的 教 科 书 。”要 将 我 们 的 各 项 事 业

持续推向前进，必须首先弄清楚我们是谁，从哪

里来，要到哪里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

送 来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而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与 中 国 工

人 运 动 的 结 合 过 程 中 ，中 国 先 进 分 子 创 建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 中 国 共 产 党 一 经 成 立 ，就 将 实 现 共

产 主 义 作 为 党 的 最 高 理 想 和 最 终 目 标 ，义 无 反

顾 肩 负 起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历 史 使 命 。

党 章 就 党 的 性 质 作 出 明 确 规 定 ，指 出 中 国 共 产

党 是 中 国 工 人 阶 级 的 先 锋 队 ，是 中 国 人 民 和 中

华 民 族 的 先 锋 队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的

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

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回顾党史可以发现，我们党的所

有 工 作 都 围 绕 着 争 取 民 族 独 立 、人 民 解 放 和 实

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展开，这

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主题和主线。百年党史

风云激荡，其实就是党领导人民为中华之崛起而

不懈奋斗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不断推向前进的历史，是党坚持自我革命始终

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历史，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

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共同构成了党史的主流本

质。

共产党为什么行？回顾党的历史不难发现，

其一，这与共产党的性质是密不可分的。共产党

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因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兴，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

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显著标志。”因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始终立志于为人民幸福、民族崛起而奋斗，所

以亿万人民的力量才能够被汇聚，众人同心，其利

断金，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没有比人民的拥护和支

持更加稳固持久的发展保障。其二，始终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成功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

导，在社会主义的探索、开创和建设发展过程中，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一

个又一个挑战，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始

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并将其与中

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新

境界，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其

三，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共产党是一

个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一个始终与人民保持血

肉联系的政党，一个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政

党，具有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此能够坚

持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成功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百

年的风风雨雨，没有任何别的政党或者团体能够

担当这样的重托，唯有时刻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共

产党才能够胜任。

党史百年，道路崎岖坎坷，中国共产党不辱使

命，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站在百年节点，回望历史，多

少宝贵的经验财富蕴含其中；眺望未来，一个个目

标等待我们去实现。不忘来路再出发，扬帆起航

正当时。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明确方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抓住时机、奋勇担当，以时代奋进者

的姿态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奋斗。

陶心怡

不忘来路再出发

市委九届十二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摆脱

惯性思维的羁绊，跳出思维定式的泥潭，以思维之变促转型

发展。具体工作中，要强化“五种思维”，即市场思维、法治思

维、平台思维、生态思维、有解思维。这里重点对其中的“生

态思维”的要求进行分析，以加深理解。

生态原本是生物学的概念，主要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

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

系。我们把它引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语境，是为了从一个新的

视角，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优化区域发展的整体环境，由此

也就有了生态思维的概念。

生态思维是系统化、立体化的思维。 生态思维是促进

社会或区域发展、形成良好社会发展环境的思维理念，包含

一个社会或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各方面

工作的布局与考量。生态思维要求：一是要努力打造更有效

率的政务生态系统。政府的服务要到位、办事要高效、政策

要精准。二是要努力打造更有活力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

要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有好的创业环境；更要增

强产业创新的源头供给，激活各类创新要素，补齐创新短板，

推进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打造更有活力的产业创新环

境。三是要努力打造更有魅力的自然生态系统。用新发展

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把资源的特殊性、生态的重要性和产

业的可持续性结合起来，形成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亲近自然

的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让山绿起来，让水清起

来，让空气净起来，让环境美起来，让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

态要素协同治理、协同发展，保持和改善环境质量，以维持和

改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自

然与人类和谐共生、永续发展，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四是要努力打造更加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

理想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

以及社会内部诸要素之间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

共生共荣。要寻求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最佳结

合点。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发展。要求政府进

一步改进管理办法，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统筹社会

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等方面发

挥作用，要让老百姓收入多起来，物质生活富裕起来、精神生

活丰富起来。可见，生态思维是多维思维，力求经济社会的

全面发展。

生态思维是丰富性、全局性的思维。生态思维注重复杂

多变的经济社会现象和问题之间的联系与变化，注重社会诸

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注重社会全体民众的需求和富裕，而

不是只关注某个行业、某个领域、某个层次的快速发展，它是

全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提高。为此，生态思维就是要有意识地

去搭建、呵护各类能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各个系统和平台，

激发出各系统各平台不竭的创新活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力量。在当前

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生态思维要求我们看问题要全面，既看到问题的现象更要看

到问题的本质，在处理问题时，既要谋全局也要思一隅，把现象、本质看清楚，把问题

想明白，去伪存真，促进问题的解决。这是对生态思维丰富内涵的重要认识。

生态思维是联动性、协调性的思维。物质世界、人类社会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

系统，每一个环节、每一条生物链或社会链的生存和发展都依赖或制约着与之相联系

的物质或事物。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等，既是生态本身又是生

态的创造者，其中任何一种的消亡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各类生物互济共生、和谐共

处，是生态思维的核心意义所在。这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方面都是可资借鉴的。比

如，发展产业经济，只注重大块头企业固然好，但如果不重视中小微企业的培育，就会

丧失孕育大块头企业的基础和沃土，导致经济增长、转型和创新发展流于形式、预期

落空或大打折扣。同时，在社会治理中如果不能兼顾各阶层利益和生存发展空间，社

会大生态的稳定、健康就可能会有风险隐患。对“三农”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粮食乃至工

业原材料的质量和安全就可能出问题；驱赶小商小贩等低收入人群，就可能因生活成本

攀升导致城镇人口贫富分化加剧，为社会治安和稳定埋下隐患，等等。这些不利于健康

稳定发展的因素，就是缺乏协调性的表现，就是没能从总体生态的角度考虑问题。

生态思维是开放性、前瞻性的思维。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物质之

间、社会内部的联系也是多样性的，这就决定了生态思维必然具有开放性的思维视

野，只有开放性的思维视野才能揭示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尊重物质世界多样性的存

在。同时，联系的物质世界是有规律的运动发展的，所以生态思维还要从广泛而复杂

的总联系中去认识世界，要从事物的动态发展中把握事物，认识尊重事物的发展规

律，因而生态思维必然具有前瞻性的思维谋略。生态思维既要有广度和深度，需要有

开放的眼界、开放的胸怀，善于从他人和外界学习和吸取长处和经验，又要有战略眼

光、未来意识，要具有预见性，避免疏忽、目光短浅及短期行为，让社会经济发展更有

利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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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伟大的需要使人崇高，卑微

的需要使人沉沦。诋毁并遗忘英雄，就

是在磨灭一段历史，也是在摧毁一个民

族。历史昭示我们，“灭人之国，必先去

其史”是一些心怀叵测者的惯用手段，以

乱其史来乱人心，动了根就会让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精神大厦轰然坍塌。

——人民网三评“英烈保护”之一：

伟大崇高，不容消解

从捏造“狼牙山五壮士”偷吃群众萝

卜，到臆测牺牲官兵人数，他们的目标不

是为了具体的人和事，而是通过否定史

实、消解崇高，最终消弭民族意识、国家认

同。在这种恶意为之的行为面前，法律之

剑不容许丝毫的退让与迟疑。

——人民网三评“英烈保护”之二：

依法治理，不枉不纵

很多国家为保护国家英雄都出台了

相关法律，并不断完善。可以说，英雄事

迹不容篡改、英烈名誉不容玷污，切实依

法加强保护，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

守护历史、尊崇英烈，既是人类社会

的共同选择，也是我们传承国家荣光、赓

续民族精神的必由之路。

——人民网三评“英烈保护”之三：

国际共识，坚守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