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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并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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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建党精神

孕育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斗争,源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伟

大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初心使命、政治品格,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源头

的最新概括和提炼,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原点和思想基点。 伟大建党精神具有丰富的

内涵,表现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求真精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践行精神、“不畏牺牲、勇于斗

争”的斗争精神、“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无私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先进性、实践性、革命性、政治性

等鲜明特征。 伟大建党精神对真理的追求与理想的坚守,表现持续的先进性;伟大建党精神在实践中产

生并在实践中发展,体现鲜明的实践性;伟大建党精神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彰
显彻底的革命性;伟大建党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突出的政治性。 伟大建党精

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育人的精神武器、强党的精神之源、强国的精神动力;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发展阶段,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理

论与理想之真、初心与使命之善、品格与德性之美,是新时代育人的精神武器;伟大建党精神让中国共产

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不变质、永不变色、永不变味,是强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为救国、兴

国、富国提供精神支撑,是强国的精神动力。 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应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立

足点,从认知上坚定理想信念;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连接点,从情感上促进爱党爱民;以“不畏牺

牲、勇于斗争”为着力点,从意志上锤炼风骨品质;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落脚点,从行动上强化使命

担当;知、情、意、行协同发力,真正实现伟大建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习近平;内涵特征;“七一”重要讲话;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知、情、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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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清平,等　 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特征、时代价值与弘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并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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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集中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理想信念,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最新概括和提炼,是
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原点和思想基点。 系统阐释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精神实

质、本质特征、时代价值和实践要求,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建党精神,
 

成为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的新课题、新要求、新使命。
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前,关于建党精神的内涵尚未形成共识。 一些学者认为“红船精

神”就是建党精神[2] ;另一些学者认为建党精神是一种总体精神,不仅仅局限于红船精神[3] 。 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讲话”后,学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概括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

释。 认为,民族复兴历史任务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伟大建党精神形

成的理论来源,伟大建党活动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4] ;从理想信念、行为遵循、精神风

貌、崇高情怀等四个方面阐释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5] ;求真精神、践行精神、斗争精神、奉献精神及

自我革命精神构成伟大建党精神严整的逻辑体系[6-7]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

和本、根和魂[8]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构建的历史性与适应性[9] ,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和方法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斗争性、人民性特质[10] ,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

供了历史依据和重要借鉴,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精神财富,为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

动力支撑,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保持强大定力、增强内生动力、提高实干能力、增强创新活力

等[11] 。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齐卫平教授从定位、特征、功能、价值四个研究视角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

思考,从不同侧面呈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承载和思想沉淀[12] 。 总之,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多维

度、多角度且较为详尽的理论阐释,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一、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

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跨越时空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之中,集
中表现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求真精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践行精神、“不畏牺牲、勇于

斗争”的斗争精神、“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无私精神。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求真精神

真理铸就信仰,理想指引方向。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

想,是伟大建党精神之求真精神的集中彰显。 “坚持真理”,首先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真理武装全

党。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从俄国革命胜利体悟到了马克思主义救国强国的真理力量,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理论建党,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强党,百年来坚持在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或思潮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 “坚持真理”,其次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实践。 马克思

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同时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

在于改变世界” [13]8。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真理区别于其

他理论的显著特征。 “坚持真理”的建党精神贵在百年来一以贯之以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实践。 “坚持真理”,还在于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真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

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 [14] 。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是一部坚持真理、
发展真理的历史,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

3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8 卷第 1 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确立

了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 “坚守理想”意指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

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理想不动摇,无论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还是高潮,无论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面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多大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面临多大的困境和压力,均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精

神动力。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践行精神

践行初心即弄清为什么出发,担当使命就是认清向何处去。 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奋斗目标是争

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这一目标实现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则成为延续奋斗目标,因而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这一初

心,并自觉履行担当之责,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担当境界,“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历次党

的重要会议报告显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能自觉肩挑使命担子,主动回应人民

期待[15] 。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首先表现在担当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大任,领导中国革命推翻三

座大山,实现中国人民从卑躬屈膝中“站起来”。 中国共产党毅然抗击外敌入侵,推翻国民党的反动

统治,以解放全中国为重要历史使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践行初心、担当使

命”,其次表现在担当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重任,带领中国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

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中“富起来”。 从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到作出改

革开放伟大战略决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还表现在担当

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使命,凝心聚力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在世界竞争中

“强起来”。 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为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

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不畏牺牲、勇于斗争”的斗争精神

百年前,10 多名全国代表冒着敌人搜查、封锁、破坏的危险,召开了中共一大,完成了缔造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不畏牺牲、勇于斗争”是我们党自诞生起就具备的精神品格,贯穿于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不怕牺牲,是指为了正义事业,勇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献身精神。 有斗

争就会有牺牲,伟大建党精神蕴含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无
数共产党人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慷慨捐躯、舍生取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勇牺

牲并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 370 万人;为保家卫国,19. 7 万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

 

800 多名同志献出了生命。 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怕牺牲不仅指牺牲生命,更多

指向牺牲个人利益、兴趣爱好、休息时间,舍“小我”铸“大我”,用个人“舍得”换人民“获得”。 勇于

斗争,是指为了救国救民,不畏强暴、不避艰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马克思主义认为,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 [16]12,无产阶级要获取自己的利益和政权,必须

与资产阶级斗争,“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17] 。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斗

争包括“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理论斗争”三种基本形式[18] ,并以斗争实践取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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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16]22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作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

落后思想和生产力作斗争,改革开放时期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封闭僵化思想作斗争,进入新发展阶

段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一切阻碍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敌对势力作斗争。 “斗争是一门艺术,
要善于斗争” [16]227。 中国共产党勇于斗争的建党精神强调,既要有敢于斗争的意识,还要遵循斗争

原则,提升斗争本领,讲究斗争策略。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无私精神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无私

奉献的为民情怀。 “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把一切献给党”是共产党员

无私的庄严承诺,无私才能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之所以能攻坚克难、书写辉

煌,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

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必须体

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 [19] 。 对党忠诚首先是忠诚于党的信仰,“只有对马克思

主义信仰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了,对党忠诚才能有牢靠的基础,才能做到‘千磨万

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遇到一点风雨就动摇,那尽管平时表面上看着

忠诚,但最终也是靠不住的” [20] 。 其次,忠诚于党的组织。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与党中

央保持绝对一致,强化“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 最后,忠诚于党的伟大事业。 在工作中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于职守,爱岗敬业。 “不负人民”是不负人民重托,全心全意

为人民谋幸福,充分彰显建党精神的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日起,就把“消灭资本家私有

制”、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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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靠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同人民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这也是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拥护与支持的

关键所在。 在各个历史时期,党把握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呼声,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

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二、伟大建党精神的鲜明特征

伟大建党精神在百年前形成,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得以淬炼。 对真理的追求与

理想的坚守表现出伟大建党精神持续的先进性;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发展体现伟大建党精神

鲜明的实践性;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彰显伟大建党精神彻底的革命性;旗帜

鲜明讲政治,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伟大建党精神突出的政治性。
(一)持续的先进性

伟大建党精神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思想的先进性,集中表现在坚持对真理的追求和理想的坚

守。 在人民蒙难、民族蒙辱、文化蒙尘的时代,各种思想、各种方案轮番上场。 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

“有田同耕,有粮同食,有衣同穿”的天下大同思想,还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以
及倡导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的辛亥革命,均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 实践证明,简单地从器

物层面或制度层面效仿西方都不能为中国寻求到救国方案。 伟大建党精神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坚

持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追求,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把
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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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马克思主义的磅礴伟力推进中国革命实践,从此,中国命运开始改变,逐步实

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伟大建党精神的先进性还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坚守理想信念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确立为

共同理想,与历史上其他登上政治舞台的力量相比较,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除了人民的根

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这种理想以其无与伦比的先进性吸引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追随,
并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

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 [21] 。 新中国成立后又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把实现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作为现实理想,全面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 伟大建党精神始终以其对真理追求的先

进性、对理想坚守的先进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孕育和繁衍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滋养

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强健中国共产党的体,涵养中华民族的性。
(二)鲜明的实践性

伟大建党精神鲜明的实践性特征集中表现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实践过程。 实践性是马克

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自建立即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

己的初心使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发展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历史。 马克思

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

的。” [13]544 人们不可能脱离社会历史的发展实际,去凭空虚构出一种超越现实的集体精神,却可以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变革,在创造性的实践中形成特有的集体意识。 伟大建党精神作为

反映时代境遇和发展需要的思想观念体系,无论体现的是理性认识还是非理性的意志与情感,都是

社会实践的产物,都根植于时代发展的客观实践中。 建党伊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成为建党

精神的实践基础,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

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

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

先锋’” [22]162。 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 是建党精神的初心,亦成为建党后不断履诺的实践。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
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 [23] 。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实践中得到检验、坚持和发扬,并被赋予全新的、丰富的精神内容,如井

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等。 伟

大建党精神鲜明的实践性,让其生命力延续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

一实践主题中赓续不绝、绵延相传。
(三)彻底的革命性

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彻底的革命性特征,集中体现在“不畏牺牲、勇于斗争”的革命品格。 中国共

产党是革命型政党,它的成立源于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自觉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呈现出彻底性与

顽强性。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

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

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22]1。 “黄色”是针对“红色”而言的,“黄色知识分子”就是指有资本主义倾向的

知识分子,是危险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要想保持彻底的革命性,“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

神。 党应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 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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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路线” [22]4。 艰巨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他们坚信

“牺牲永远是成功的代价”,“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 [24] ,只有经过

顽强的革命与斗争,党才有可能生存、发展与前进。 “不畏牺牲、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在推翻一个

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社会革命中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

日月换新天”,无论是小米加步枪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国民党的美式武装,还是百废待兴

的中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抑或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对我们的

全面打压,中国共产党人都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勇于斗争。 伟大建党精神的彻底革命性还表现为

勇于自我革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精神,永
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无论是革命时期历次整党整风运动、“三反” “五

反”运动,在“十年动乱”之后刮骨疗伤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还是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

全面从严治党、高压反腐和整治四风,均体现了共产党人不但勇于与外部之敌斗争,亦勇于进行自

我斗争、自我革命。
(四)突出的政治性

伟大建党精神具有突出的政治性特征,集中体现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态度。 “对党

忠诚”是党员的政治态度,核心是讲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

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 [25] 。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要求共产党员忠诚于党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场、
政治原则,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每一个党员只有对党绝对忠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不断增进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才能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不负人民”是党对人民负责的政治态度。 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者,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靠人民打江山、为人民守江山,为人民谋解放而革命、为人民谋幸福而发展;一直坚持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奋斗目

标,不辜负人民重托、不辜负人民期待,把积贫积弱的中国带领到世界第二的强国;一直坚持时代是

出卷人,我们党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把人民群众拥不拥护、满不满意、赞不赞成、答不答应作为

党开展各项事业的最高评判标准,历史和实践均证明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中国和中国人民。

三、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

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13]207。
伟大建党精神不但是“掌握群众”“说服人”的思想武器,也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伟大建党精神曾经指引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实现建国大业、兴国大业、富国大业、强国大业,在
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作用。 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发展阶段,以伟大建党精神武装全

党,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依旧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伟大建党精神是育人的精神武器

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真理追求,反映着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信仰,彰显着中国共产

党的精神品格,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与理想之真、初心与使命之善、品格与德性之美,是铸魂立

心、固本培元的精神武器与满足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精神养料,成为鼓舞斗志、激励士气、团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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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凝聚人心的精神武器,激励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为了革命杀身成仁,为了胜利向死而生,为了人民

呕心沥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26] 。 以红色文化教育人,以红色精神鼓舞人,传
承好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的制胜法宝。 在新时期,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奋斗精

神不足、流行“佛系”“丧系”“躺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27] 。 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堕落,“根子还是理

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 伟大建党精神是以往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精神火种,也是

新时代武装广大党员铸魂强筋的精神武器,以其“思想的闪电” “彻底击中”中国共产党员这块“朴

素的园地”,有助于每一位共产党员牢记“国之大者”,心存“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价值追求、牢记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奋斗主题、厚植“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胜利之本、养成“对党忠诚、不负

人民”的品格情操,保持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二)伟大建党精神是强党的精神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复

兴路到兴业路、从石库门到建国门,从五四精神、红船精神发端,孕育出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

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等,这些精神让中

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的主心骨和领导者。 伟大建党精神是作

为百年历程“一面公开树立的旗帜”,使中国共产党“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

益”,以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的人民立场;形成了“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

础” [28]的理论纲领;并在革命实践中成为“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29] ,
具有“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 [30] 和“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

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31] 的自我革命精神。 但“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过去

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也不等于永远先进。 当前,面对“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党内出

现“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32] 等现象严重损害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形象。 强党必先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
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 [33]67。 伟大建党精神是建党兴党过程中加强思想建设

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强党目标的精神之源,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汲取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

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永不变味,始终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伟大建党精神是强国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 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遇到的“问题不

比不发展时少”,而且“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 [34] 。 一方面,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同时经济

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回头浪”,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外

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我国进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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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等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
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 在诸多问题面前,却出现后劲不足、精神动力不够

的“肌无力”现象。 精神动力即“思想、理想、信念、道德、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对人从事的一切活动

及社会发展产生的精神推动力量” [35] ,具有凝聚、激励等功能。 如何“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

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36] 成为强国新征程亟待解决的关键一步。 伟大

建党精神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决定了其能为救国、兴国、富国提供精神支撑,也能为实现强国目标

提供精神动力。 因此,将继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前置性要求,有助于为统筹“两个大局”、谋
求新发展、打开新局面、取得新胜利提供精神动力。

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路径

“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 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37] 。 伟大建

党精神的精神武器、精神之源和精神动力等价值功能要通过人的实践行为才能得以发挥和体现,达
成“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人的思想行为受知、情、意、行影响,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要

素是思想形成的发端、条件和动力,知情意三者统一为意识,对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行为受到知情意

的控制和调节的同时也反作用于知情意,四者相互影响,综合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状

况[38] 。 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应围绕知、情、意、行发力,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立足点,从
认知上坚定理想信念;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连接点,从情感上促进爱党爱民;以“不畏牺牲、勇
于斗争”为着力点,从意志上锤炼风骨品质;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落脚点,从行动上强化使命

担当;知、情、意、行协同发力,真正实现伟大建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一)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立足点,从认知上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 [33]35。 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

伟大建党精神,首先是坚持学习真理的理论,以理论的逻辑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一个民族要想

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39] 。 深刻领悟只有用“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

装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才具有“能”的领导力;只有“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建设“好”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逻辑。 “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 。 以严密的理论

逻辑建立科学信仰的基础,从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其次是坚持传承红色基因,以历史的逻辑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深刻理解为

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还要知其所必然,从而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最后是坚持学用结合,以实践的逻辑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

心。 把主流意识形态的“政理”内化为个人道德规范、消化为立场观点、深化为信仰信念;把理论的

“学理”内化为价值认识,把理论之“真”转化为思想之“善”;把价值规范的“道理”内化为情感意志,
以持久的情感意志推动个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二)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连接点,从情感上促进爱党爱民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根本要求,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我们党不断

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从情感上涵养对党忠诚的深厚情感,坚守不

负人民的初心情怀。 首先,涵养对党忠诚的深厚情感。 既要做到思想上紧随,任何时候都始终坚定

不移地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还要做到政治上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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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不断强化党性意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求对党一心一意、表里如一,牢记第一职责是为党

工作;更要做到行动上捍卫,将“忠诚”二字,发自内心、落于行动,把许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

标,以实际行动为党分忧、诠释对党的忠诚。 其次,坚守不负人民的初心情怀。 不负人民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基因、立场、公德、传统。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
行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把造福人民作为最根本的职

责,不负人民信任,不负人民依靠,不负人民支持,不负人民期待。 共产党人要始终同人民风雨同

舟、命运与共,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以人民之乐为乐,以人民之忧为忧,维护好共产党人与人民的鱼

水之情,坚持不懈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切实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
(三)以“不畏牺牲、勇于斗争”为着力点,从意志上锤炼风骨品质

从意志上锤炼风骨品质,即锤炼不畏牺牲之政治风骨,锤炼勇于斗争之政治品质。 首先,锤炼

不畏牺牲之政治风骨。 不怕牺牲是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得胜利的成功法

宝,这种牺牲精神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必须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发扬光大。 不畏牺牲要求共产党人既

要做好准备牺牲的打算,“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词是对共产党员无私奉献、不畏

牺牲的要求。 在没有硝烟炮火、枪林弹雨的新时代,同样要拥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两不怕”精

神,不畏强敌、不惧风险,决不退缩、敢于牺牲,重大灾难与困难面前共产党员应挺身而出,主动作

为,作维护国家和人民安全与利益的急先锋,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 不畏牺牲还要求共产

党人自觉将集体利益、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发展好、实现好、维护好集体利益、
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当个人利益同集体、人民、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舍“小我”、保“大家”。 其次,锤
炼勇于斗争之政治品质。 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属性,也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基因。 勇于

斗争就要秉持坚定顽强、昂扬向上的斗争精神,直面困难和挫折,面对改革发展中的“深水区”“无人

区”时,要敢于迎难而上、绝不低头、绝不屈服。 同时也要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始终居安思

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要豁得出去、顶得上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四)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落脚点,从行动上强化使命担当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一道“理论题”,更是一道“实践题”,从本

质上来说,使命担当是一种行为,只有落实在行为实践上才有意义。 因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以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落脚点,从行动上强化使命担当。 一是要勇于担当,即牢记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行动上贯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根本立场,自
觉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扛在肩上,尤其是面对风险挑战和困难时,时刻做好准备,用自

己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担当,实实在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二是

要善于作为,即在强化使命担当的行动实践中不拘泥于成规,不囿于定律,勇于创新、勇于突破,不
但有担当的宽肩膀,还有成事的真本领。 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我们会碰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遭遇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挫折,必须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

学习,善于不断从困难与挑战中找到新方法、新出路,才能有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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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a
 

ceremony
 

mark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President
 

Xi
 

Jinping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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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mmarized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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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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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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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fighting
 

bravely
 

without
 

fear
 

of
 

sacrifice 
 

and
 

remaining
 

loyal
 

to
 

the
 

Party
 

and
 

faithful
 

to
 

the
 

people .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is
 

conceived
 

in
 

the
 

great
 

struggle
 

of
 

the
 

CPC
 

to
 

seek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nation.
 

It
 

originates
 

from
 

the
 

great
 

practice
 

of
 

China 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n
 

various
 

periods.
 

Also 
 

it
 

embodies
 

the
 

ideal
 

pursuit 
 

original
 

mission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CPC 
 

which
 

is
 

the
 

latest
 

summary
 

and
 

refinement
 

of
 

the
 

origin
 

of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piritual
 

origin
 

and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
 

CPC
 

to
 

establish 
 

revitalize
 

and
 

strengthen.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contains
 

rich
 

connotations 
 

which
 

are
 

manifested
 

in
 

the
 

truth-seeking
 

spirit
 

of
 

upholding
 

truth
 

and
 

ideals  
 

the
 

practice
 

spirit
 

of
 

staying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founding
 

mission  
 

the
 

fighting
 

spirit
 

of
 

fighting
 

bravely
 

without
 

fear
 

of
 

sacrifice  
 

and
 

the
 

selfless
 

spiri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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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yal
 

to
 

the
 

Party
 

and
 

faithful
 

to
 

the
 

people .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has
 

distin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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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advanced 
 

practical 
 

revolutionary
 

and
 

political.
 

It
 

shows
 

continuous
 

adv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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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ing
 

the
 

truth
 

and
 

upholding
 

the
 

ideals 
 

it
 

reflects
 

distinctive
 

practicality
 

during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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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ly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during
 

its
 

birth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in
 

struggle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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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nent
 

political
 

nature
 

in
 

speaking
 

about
 

politics
 

clearly 
 

and
 

remaining
 

loyal
 

to
 

the
 

Party
 

and
 

faithful
 

to
 

the
 

people.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possesses
 

significant
 

value
 

of
 

the
 

times 
 

which
 

is
 

the
 

spiritual
 

weapon
 

of
 

educati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the
 

spiritual
 

source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and
 

the
 

spiritual
 

power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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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ursu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a
 

world
 

that
 

is
 

undergoing
 

momentous
 

changes
 

of
 

a
 

kind
 

not
 

seen
 

in
 

a
 

century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has
 

created
 

the
 

truth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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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dea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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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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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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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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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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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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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t
 

is
 

the
 

spiritual
 

weapon
 

for
 

educati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makes
 

the
 

CPC
 

always
 

advanced
 

and
 

pure 
 

never
 

deteriorate 
 

never
 

change
 

color
 

or
 

taste 
 

which
 

is
 

the
 

spiritual
 

source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provides
 

spiritual
 

support
 

for
 

saving 
 

revitalizing
 

and
 

enriching
 

the
 

country 
 

which
 

is
 

the
 

spiritual
 

motivation
 

of
 

a
 

powerful
 

country.
 

To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take
 

upholding
 

truth
 

and
 

ideals 
 

as
 

the
 

bedrock
 

to
 

strengthen
 

our
 

ideals
 

and
 

beliefs
 

cognitively 
 

take
 

remaining
 

loyal
 

to
 

the
 

Party
 

and
 

faithful
 

to
 

the
 

people 
 

as
 

the
 

connection
 

point
 

to
 

promote
 

love
 

for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emotionally 
 

take
 

fighting
 

bravely
 

without
 

fear
 

of
 

sacrifice 
 

as
 

the
 

focus
 

to
 

define
 

character 
 

take
 

staying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founding
 

mission 
 

as
 

the
 

foothold
 

to
 

strengthen
 

the
 

undertaking
 

of
 

mission
 

in
 

action.
 

Knowledge 
 

emotion 
 

will
 

and
 

action
 

work
 

together
 

to
 

truly
 

realize
 

the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of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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