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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冯留建

2022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

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

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有赖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

增强忧患意识，牢记“两个务必”

忧患意识是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风

险进行前瞻性预估的一种精神自觉。中华民族自古

以来就有忧患意识的优良传统。孔子的“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朱熹的

“危惧故得平安，慢易则必倾覆”等至理名言体现了

古代思想家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对国家前途、民族

命运和人民幸福的深刻关切和责任担当。正是因为

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却从

未被压垮，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中国

共产党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

者，一以贯之的增强忧患意识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

程的经验总结和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动员全党学习郭沫

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并将其定为延安整风的学习

资料印发给领导干部学习，要求党的领导同志无论

取得多大的胜利都要保持清醒的态度，不能被胜利

冲昏头脑，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这对于端正思想，防

止党员干部出现骄傲自满情绪，推动抗日战争取得

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

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

的思想，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强烈的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新中国

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没有把取得全国胜利当成终

点，而是将进北平形容为“进京赶考”，他深刻认识到

未来建设新中国、治理新中国的道路更为艰辛，党员

干部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中国共产党要想跳出历

史周期率，必须牢记“两个务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增强忧患意

识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

“两个务必”是高瞻远瞩，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

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

定，始终做到居安思危、谦虚谨慎。2013年7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时指出：“6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

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

调：“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

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在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伟大征程上，有赖于深入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坚持底线思维，提高应对风险挑战能力

底线思维是预估事物的风险后可以承受的底

线，并提前采取措施规避或减少危险发生的一种思

维方式。正是出于对风险的担忧，人们才会在思想

上高度警惕，在行动上采取有力措施守住底线。底

线思维强调凡事从最坏处着眼，争取最好的结果，主

动把握矛盾，变被动为主动，才能有效管控和化解风

险，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思想。中国共产党

自成立之日起，坚持运用底线思维成功化解了各种

风险，战胜了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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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家，在

实际工作中一直运用底线思维治党管党，多次强调

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来建立我们的政策。在探索革

命新道路的过程中，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

阶级思想，毛泽东同志清醒地看到了这些错误思想

的危害性，并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

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

的。”因此，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

则，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

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在党

的七大上，面对抗日战争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大

好形势，毛泽东同志却列举了可能出现的“十七条困

难”并制定了详细的应对策略。正是运用底线思维

谋篇布局，我们党才得以一次次从逆境中绝处逢生，

从困境中转危为安,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

大胜利。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和

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面临的风险挑

战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刻认识和准

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

意识，提高防控能力。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

使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必须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只有把底线思维贯穿工

作始终，周密做好各种复杂局面、意外情况的应对预

案，才能有效防范化解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各种风

险挑战，牢牢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增强斗争本领，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敢于斗争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斗争精神

是中华民族能在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五千年不倒的重

要原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千磨万击

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品格。《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敢

于斗争”和“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百年奋斗的重要

历史经验。党在百年奋斗史中，不断从斗争中求得

生存、积蓄力量、赢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一生崇尚斗争、善于斗争，在长期的

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练就了高

超的斗争本领，带领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历史

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

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大革命失败

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教训，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

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主张放弃攻打大城市，转

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创建了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凝聚革命斗争力量，创立革命战争

理论，以自我革命推动党的建设，将中国革命不断由

胜利推向新的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党的自我革

命引领社会革命”重要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规

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为推进新时代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是自

我革命的主体，也是社会革命的领导核心，自我革命

的成效决定社会革命的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

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显著增强，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

大社会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在新的赶

考路上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发

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将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

向深入，确保党始终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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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妇女报》2022年8月30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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