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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好党史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 孙桂华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学好党史，汲取开拓奋进的
伟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次党史学习教
育的意义归纳为三个“必然要求”：一
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二是坚定
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三是推进
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
必然要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
会上曾指出，“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
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
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
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
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
勇气和力量。”回望我们党走过的100
年，中国共产党人立初心、践使命，筚
路蓝缕奠基立业，披荆斩棘创造一个
又一个辉煌；站在百年历史新起点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
更严峻、工作更伟大。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回望
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
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
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广大党员
干部要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
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
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

品格。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谨记，“打
铁必须自身硬”，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
历史关口，我们党员在哪里，党便在哪
里，我们党员怎么样，党便怎么样！

　　学好党史，深悟理论创新的
伟大力量

　　学党史要“明理”。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
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
史。”我们要从具体的历史学习中，领悟
到背后一以贯之的这个“理”，特别是
要结合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
深悟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之“理”。
　　广大党员干部要结合党的创新理
论学好党史，要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
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
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
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
识；要在深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学好党史，凝聚服务人民的
伟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
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
呼吸、共命运的历史。”百年历史的深
刻启示，最重要的一条是，“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之所以能够
发展壮大，正是因为依靠了人民。党之
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拥护，也正是因为
造福了人民。“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
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
给老百姓的人”。百年历史就是无数句
这样最朴素的话语写就的。学好党史，
就是要读懂这些话，弄懂为什么人、靠
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检验一个政党、一
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做到学与做
相辅相成，把为民服务作为理论学习的
落脚点，努力提高为民服务的本领。在

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牢牢把握“我为
群众办实事”的要求，推动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凝聚起人
民群众支持改革发展的伟大力量。

　　学好党史，汇聚开启新征程
的伟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一步
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
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
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
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
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必须从历史
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
敌制胜的法宝。要抓住建党一百年这
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
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
经验，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
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不断增强
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
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
　　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党史中汲取正
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
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
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
增强思想和行动自觉。
　　（作者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党
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

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 李琨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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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动员全党全国
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首次把
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
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指导思想，并设专章作出
全面部署，对于新发展阶段
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发展和安全互为
条件、相辅相成，安全是发
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
障。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与
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
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
择，又是统筹发展和安全、
将发展建立在安全基础上
的战略考量。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为
发展保驾护航

　　安全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等多领域多方面，其中任何一种安全
要素面临威胁，就会“牵一发而动全
身”，安全发展不容有丝毫懈怠。
　　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史，中
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艰难曲折，历史告
诉我们，没有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
基础和保障，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发展就不可持续。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发展，
多次阐明“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
障”等安全发展理念。这次百年一遇的
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印证了安全发展
的重要性。《建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
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维护
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
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这不仅是对安
全发展的着重阐述，更是对安全发展内
涵的拓展外延。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
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把安
全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理念中，把安全
发展融入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过程中，使之贯穿国家发展的
各领域和全过程，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顺利推进。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为
安全夯基垒石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障。国家长
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都离不开经济
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牢牢抓住发
展不放，从“赶超战略”到“发展是硬道
理”，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到“科学发展观”，再到“新发展理念”，一
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用新的发展理念
指引新的发展实践，带领全国人民创造
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特别是改革
开放40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大力提升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为
维护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十九届五中全会阐明的“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基本逻
辑，关键词都是“发展”，要想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根本上也要靠
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内外形势，只有实现经济社会等各
方面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才能为
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因
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发展质
量、结构、安全等相统一，推进经济行稳
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

　　切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畅通国内大循
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是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而统筹发展和
安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基础。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我们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做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以发
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实现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协同发力、良性互
动、动态平衡。我们要把安全发展贯穿
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还要把制
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加快完善安全发展的体制机
制，使安全发展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
贯彻于实践中。首先要树立系统观念，坚
持全国一盘棋，系统性谋划布局国家安
全事业，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尽快补足国家安全能力短板，不断完善
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实现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
发展。其次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
识，统筹应对国家安全风险，把困难估计
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
些，主动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
　　（作者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党校
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