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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述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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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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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

阔步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
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
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向着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昂扬奋进。

掌握强大的真理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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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夏时节，上海兴业路。中共一大
纪念馆内，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吸引不少
参观者驻足。

这本只有56页，却伴随中国共产党
诞生和壮大的小册子，正是由陈望道翻
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

2012年11月，在国家博物馆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向大
家讲起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误
把墨汁当红糖的故事：“真理的味道非常
甜。”

真理的味道为什么甜？因为马克思
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深刻揭示了自然
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
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
它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
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
世界”。

真理的味道为什么甜？因为百年来
真理养分滋养神州大地，孕育盛世中华
累累硕果。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
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使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一个理想崇高、志向远大的党，一旦
掌握了科学的思想，就能够历经磨难而
无往不胜。

翻开风雷激荡的百年史册，坚持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坚定地信仰马克思
主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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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的“理论力量”，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是
马克思主义最伟大、最生动的实践——

2022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胜利
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
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瞻
仰老一辈革命家旧居。

黄土高原山坳的窑洞内，书桌、地
图、笔墨、油灯、火盆……处处是历史的
讲述。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写下
著名的《矛盾论》。

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唯物辩证法
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方
法论。

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时，着力解
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
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站起来”；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着力
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努力“富
起来”；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推动“强起来”。

矛盾观、群众观、实践观、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中国人民，运
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荡涤风雨如磐
的暗夜，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彻底改造
了这个古老的国家，彻底改变了中国人
民的命运，彻底改写了人类社会的政治
版图。

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
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得到充分贯彻，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得到充分
彰显。

从时代的山巅回望，能更清晰地看
到理论和实践交相辉映、彼此呼应的历
史轨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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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
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当今时代、当今世界“真正的哲
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
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的飞跃。

在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中，中国
共产党人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
慧，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境界——

这是把握规律、发现趋势的敏锐眼
光。在宏阔的时空坐标上洞察当代中
国、当今世界的“时与势”，不断深化对共
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党治国理政
的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发展。

这是谋幸福、谋复兴、谋进步、谋大
同的胸怀担当。坚定人民立场、担当民
族使命，关注人类命运、展现天下情怀，
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深刻改变
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

这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
之问、时代之问的恢弘气魄。一切从实
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统筹把

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符合中国实际
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更好指导中国
实践。

这是整体把握、辩证分析、与时俱进
的深谋远虑。观大势、谋长远、布全局，
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
大判断，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
化的重大论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这是见之于未萌、化之于未发的自
觉意识。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坚持忧
患意识和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打
主动仗、下先手棋，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危机中育先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

这是一抓到底、务求全胜的鲜明风
格。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以“钉钉
子”的韧劲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
心，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力
量。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
战，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
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
而进、迎难而上，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
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
发展新天地。

……
从原理到道理、从道路到出路、从方

法到办法，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原理”“定律”“公式”，来解答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时代
课题”——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始终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更加彰显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走过五百年历程的社
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
活力；

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出发，旗帜
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前所
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
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在革命性锻
造中更加坚强。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激
发出致力千秋伟业的壮志豪情；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
论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一个饱经沧桑的国度，升腾
起万千气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
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民族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充满自信，我
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昂扬向
上、自立自强；

……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
励精图治、顽强拼搏，使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
代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个手握真理的大党，一个底蕴
深厚的民族，一个日新月异的国家，必
将创造新的更大奇迹。踏上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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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宏伟目标！

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
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
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
要跟进一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全党正在进行
的一个新的大学习，是不断攀登新的思
想高峰的新的大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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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30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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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
精神追求真理。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
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
能根深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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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坚定的话语，指明了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揭示了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
的奥妙所在。实践证明，“两个结合”做
得越好，理论创新之源就越丰富，理论创
新之力就越强劲。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继续推进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
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必须坚持
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
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
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六个必须坚持”构成相互联系、内
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深刻揭示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的政
治立场、彻底的理论品格、独有的精神气
质、科学的思想方法，是我们理解把握这
一科学理论的“金钥匙”。

把握理论逻辑，坚守马克思主义魂
脉——

2022年春节前夕，迎着飘飘洒洒的
雪花，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西段村蔡文
明家，和大伙儿围坐在客厅，一笔一笔算
起收支账。

2012年，也是寒冬时节，党的十八
大闭幕不久，总书记顶风冒雪来到太行
山深处的阜平“看真贫”，发出脱贫攻坚
动员令。

两度踏雪，一路为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以掷地有声
的誓言，为新时代“答卷”起笔。

千秋伟业，人民江山。马克思主义
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人民
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
不竭源泉。 （紧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