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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6月30日下午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第六次集体学
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
时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
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
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
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
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好、
运用好。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副校
（院）长李文堂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
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
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
重要讲话。他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
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
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
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
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
进理论创新，取得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
大理论成果，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使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使党掌
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
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
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历史的结论。

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
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
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
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
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
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
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
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
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
性错误。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
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
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
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坚定历史自信、文
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
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
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
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
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
想高峰。我们要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
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
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
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
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
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习近平指出，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
新课题。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
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

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
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
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
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
的思想精华。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
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
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
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
验真理。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
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许
多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我国改革发展
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
各个领域也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大课
题，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
复杂、更难，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要牢固树立大历
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
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
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
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沿革和实践要求，在新一轮科技变革、
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和我国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中深化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规律性认识，在世界马克思
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
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
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全面系统地提出
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
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
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
理力量。

习近平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

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
途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
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
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
学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
化、学理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
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
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
系，教育引导全党全国更好学习把握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指出，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
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马克思主义
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
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
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
泉。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
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
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
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
晶。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无不源自于人民的智慧、
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继续推进党
的理论创新必须走好群众路线，决不能
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流于空想。要尊
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
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
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着力让党的
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
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

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
誓词；瞻仰嘉兴南湖红船，追忆红色足
迹；参观北大红楼，感受百年前的“青
春热血”……在党的 102 岁生日之际，
广大共产党员回望党的奋斗历程、重温
党的初心使命、赓续党的红色血脉，在
新的赶考之路上坚定奋楫再出发的意
志、砥砺奋斗正当时的豪情。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新的征程催人
奋进。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
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风
云如何变幻，无论挑战如何严峻，我们
都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铭记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常怀远虑、居安
思危，紧密团结、艰苦奋斗，继续把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
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安身之魂、立身
之本。奋进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
上，推进着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只
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远保持赶
考的清醒和坚定，务必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
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继续创造令人刮目
相看的新的奇迹。

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

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
支柱。”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战胜来自
国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夺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依然要靠全党全
国人民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
的革命意志。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
想理论的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
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新的赶考之路
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
守理想，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一重要思
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
实实践者，真正成为百折不挠、终生不
悔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
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我们党
一百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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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正是由于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
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
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能
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今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
进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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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兴的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
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勇敢接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接力棒，按照党的二十
大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
为现实，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
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

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
斗争中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应
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
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
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
质和特点。”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
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开，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
重大考验。越是形势复杂、越是挑战严
峻，越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怕牺
牲、英勇斗争。只有时刻保持箭在弦上
的备战姿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精神
状态和责任担当，始终做好应对最坏情
况的准备，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才能在坚决斗争
中赢得战略主动，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
业发展新天地。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
要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斗争精神，坚定
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勇于迎击任
何狂风暴雨、战胜任何惊涛骇浪，为党

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止。
对党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

政治品质；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
鲜明的崇高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
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
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
万党员的忠诚”“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
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新的赶考之路
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就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
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始
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持一切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与人民风
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让现代化建
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
增光添彩。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
福而奋斗。心中装着百姓，手中握有真
理，脚踏人间正道，我们信心十足、力
量十足。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
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永远把伟大建党精
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坚定历史自
信、增强历史主动，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
出新的优异答卷。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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