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
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
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诚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言，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身
上的“钙”；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中国共产党100年光辉历史，就是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
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崇高信仰，
是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
保证。而这100年的历史也证明：什么时
候真正坚持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党就能
够更有效地凝聚思想，保障团结，革命就
胜利，社会就发展；相反，什么时候动摇
马克思主义信仰，党就可能面临分裂的
危险，进而革命遭遇损失挫折，社会倒
退。我们从“一大”代表的人生结局，就
可以看出，支撑这些革命者走到最后的
核心力量就是信仰。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越远大，人
的精神力量就越强大；信仰越坚定，人的
革命意志就越坚强。正是为了共产主义
信仰，无数仁人志士以信仰铸魂，以真理

为路，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
之、殚精竭虑以成之。他们中，有人放弃
了“鸦飞不过的田产”，只因怀揣“愿消天
下苍生苦”的志向；有人选择在烈火中永
生，只因秉承“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
滴血”的信念；有人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
和严刑逼供依然坚贞不屈，只因笃信“我
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正是因为有坚定的理念信念和对民
族解放事业的执着追求，才会有毛泽建

“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的豪
情壮语，才会有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的慷慨泰然，才会有赵世炎
的“奋斗，愚常以为人生第一要义，如此
万恶社会，不奋斗何以为人也”，才会有
恽代英的“留得豪情作楚囚”的狱中绝
笔，才会有方志敏的千古绝唱《可爱的中
国》。为了革命成功，毛泽东同志牺牲了
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 70多人，
贺龙元帅的贺氏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
就有 2050 人。为了建立新中国，共有
2100多万革命者捐躯，有名可查和其家

属受到优抚待遇的烈士有 370多万人。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对马克思主
义的真正信仰，让共产党人凝聚起来，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艰难

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
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
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信仰的力量可以穿
越时空的阻隔。每一位革命先辈，都是
一座精神的丰碑；每一次对他们的回望，
都是一次信仰的传承。党的百年历史就
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
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
史。

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说过：“为什么
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
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
的幸福。”从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邓小
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江泽民强调

“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
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告白“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这些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
言行，无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人民
情怀和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世界上最
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我们党
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一
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正是因为有一批坚定
马克思主义信仰、秉持初心与使命的革命
先辈，勇于奋斗拼搏，甘于吃苦奉献，甚至
不惜牺牲生命。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学史增信，
就是要增强信仰、信念、信心，这是我们战
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
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越是走近革命先辈，
越是深入了解他们的英勇事迹，我们就越
能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对革命先辈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
他们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把他们为之
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
进。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在
很多时候都会给人们以汲取智慧、
更好前行的力量。党史中谢步升案
件，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妇孺皆知，
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打掉的“大老
虎”“小苍蝇”不计其数，但凡能从党
史中汲取一点教训，也不至于再以
身犯险，成为历史的罪人。

警惕贪念的“门槛效应”，勿以
恶小而为之。《永远在路上》专题纪
录片中，很多大贪官们入党之初想
必也是真心想为祖国为人民干一番
事业的，但在利益面前却放松了警
惕，忘记了自己的初心使命，从小贪
逐步变大贪，私欲不断膨胀，在犯罪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贪念是人的心
魔。当一个人贪腐 200元而没受到

惩罚时，他下次可能就敢贪腐 2000
元；如果再没受到惩罚，下次可能就
是 2万元、20万元、200万元……胃
口越养越大，直至最终东窗事发，党
纪和国法的制裁也会随之而来。走
得快只是当下，走得稳才是未来。
利用公权敛私财，也许可以在短时
间致富，但是当党和人民找他清算
的时候，一切都只是梦幻泡影，连普
通人平凡的幸福也变成奢望，就算
是有功之臣也会沦为反面教材。历
史的教训，当振聋发聩。

跳出“历史周期律”，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从历史规律来看，腐败问
题解决不好就会“人亡政息”。当腐败
分子不多的时候，处理起来似乎不是
那么复杂。但腐败常常会传染，塌方

式腐败更需要警惕。一些公职人员侥
幸认为法不责众，但历史证明，正义也
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对于跳出“历
史周期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
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
期律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
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
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
不断巩固发展。由此可见，从严治党
会永远在路上，制度的笼子会越扎越
牢。

贪念之心深似海，若不克制成
罪人。只有加强学习、以史为鉴，从
党史中汲取养分，克己守正，才能行
稳致远，实现自身价值与报效祖国
服务人民相统一。

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宋水波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历程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一部艰苦卓绝的斗争史，
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一部催人奋进的发展史。在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中，我们深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峥嵘岁月与苦
难辉煌。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将对标革命先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以奋斗的姿态，风雨兼程、砥砺前行。

学好党史，让梦想如炬。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从“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到引领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胜利的习近平总书记；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
翰，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李保国；从甘为螺丝钉无私奉献
的雷锋，到白衣逆行、国士无双的钟南山院士……无数共产党
人怀揣伟大梦想，无私忘我、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起一座又一
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发展奇
迹。今天的我们，要从党史中汲取力量，怀揣梦想，风雨兼程，
在各自的岗位尽职尽责，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挺身而出。

学好党史，让奋斗如铁。百年党史，写的是历史，叙的是奋
斗。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
放的翻天覆地，再到脱贫攻坚伟大历史性胜利……无数共产党
人为了梦想，奋力前行，砥砺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程。历史的清风，划过时空的隧道，扬起
一片惊叹的飞沙。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我们惊叹于共产
党人的坚韧不拔；震惊于共产党人的百折不挠。征途漫漫，唯
有奋斗，让我们在学党史中，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奋力创造出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答卷。

学好党史，让行动如磐。梦想不会从天而降，社会主义是
干出来的。从白手起家到世界强国；从科技空白到嫦娥奔月、
蛟龙入海；从一生种树、守护绿水青山的栽树英雄马永顺，到为
守护人民生命英勇献身的烈火英雄丰晨敏……无数共产党人
以一生践誓言，用生命赴使命。用敢想敢干、说干就干、真抓实
干的行动铸就中国底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学好党史不是为了躺在革命先辈们的功劳簿上，而是为
了让我们知难而进、再攀高峰，做到无愧于先烈、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自己。作为一名水利工作者，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我
将始终做到心系国之大者，牢记时代嘱托，秉持“安全第一、生
命至上”的原则，履职尽责，坚守抢险救灾第一线，用真实的行
动守好一方水土，护佑一方平安。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每一次对历史的回眸，都是一次对
思想的洗礼、对精神的整顿。百年华章铸辉煌，崭新伟业已扬
帆。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让我们高扬梦想的风帆，荡起奋发
的双桨，乘着新时代的东风，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以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风雨兼程、乘风破浪、扬帆起航，续写更多春天
的故事。

深学细悟党史
解锁精神密码

肖飞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
调：“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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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
要在深学细悟百年党史中感悟真理力量，解锁精神
密码，汲取前进动力，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在学习党史中，解锁艰苦斗争的奋进密码。“筚
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回望我们党走过
的漫漫奋斗征程，无疑是一部艰苦绝伦的奋斗史。
我们党从九原板荡的危机中诞生，在烽火硝烟的战
争中淬火，于激情燃烧的建设中成长，在改革开放
的洪流中壮大，在“中国威胁论”的打压中挺立。我
国之所以能在短短不到百年的征程中实现从山河
破碎到国泰民安的巨大跨越，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不懈努力，刷
新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速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的世界奇迹。我们要在学习党史中解锁艰苦斗争
的奋进密码，拿出“风雨无阻向前进”的奋发姿态，
激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奋斗豪情，振奋“好汉打
脱牙和血吞”的昂扬志气，勇于担当、攻坚克难，主
动投身到建设发展的主战场、乡村振兴的第一线、
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情况复杂、形势严峻的工作
考验中进一步练胆魄、长才干、壮筋骨，在直面重
点、难点、痛点问题中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
膀，方能不惧惊涛骇浪，只管风雨兼程、勇往直前。

在学习党史中，解锁全心为民的深情密码。“但
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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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就是敢下死决心、肯花大力气打赢
脱贫攻坚战，在全面小康路上决不丢下任何一个贫
困群众的人；共产党就是新冠疫情肆虐时坚决采取
一切办法、动用一切资源、不惜一切代价，誓死保护
每一位国民生命安全的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
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
通、生死与共。我们要在学习党史中，解锁全心为
民的深情密码，特别是要在学习雷锋、焦裕禄等先
进党员的感人故事中重温为民初心。我们的党员
干部无论在任何岗位，只要手握公权就要为民办
事，但凡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要以“些小吾曹
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态度抓实做细民生工
作，不仅要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惠及全社会的

“大事”，也要做好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家
门口的“小事”。心中多装些百姓，手上多起个茧
子，脚上多沾点泥土，脸上多挂点笑容，用心用情用
智打通民生工程的“最后一公里”。

在学习党史中，解锁守正创新的成长密码。从
1964年两弹一星元勋成功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力量；到 1973年袁隆平成功
研发杂交水稻，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提供了中国法
宝；再到如今中国疫苗全民接种，在世界各国“圈
粉”，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上了世界舞台，在越
来越多的领域，中国从跟随世界转变为引领世界。
卓越成就的背后是无数党员的摸爬滚打和付出坚
守。我们要在学习党史中，解锁守正创新的成长密
码，勇于打破惯性思维和经验主义，在主动学习中
打开工作思路，拓宽思维视野；在工作实践中探索
新举措、新方法，把创新精神贯穿工作始终，不断创
新工作的方法方式，不断提升治理现代化能力水
平，不断提高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不断激扬锐意
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努
力成为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质胜于华，行胜于言。学习党史，既是认真回
顾走过的奋斗路，也是为了认真走好未来的奋进
路。我们要在深学细悟党史中解锁精神密码，把党
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把所学所悟所获运用到
工作实践中去，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高
品质生活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从政治上看“十严禁”
冉春雷

回望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的八年多时间，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一直保持着严的主基调。三年前的4月20日，省委对全省
干部“约法三章”，严禁违规公款吃喝、严禁违规配备办公用房、
严禁违规收受红包礼金；今年的 4月 27日，省纪委监委公开发
布“十严禁”，剑指违规吃喝隐形变异问题，再次释放“全面从
严、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可以说，“十严禁”是对“约法三章”
的深化和拓展，是着眼隐形变异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的精准发
力。一句“先停职检查再处理”，让人再次感到“严”的气息扑面
而来。

“严”，从来不是纸上写写、嘴上说说，而是动真碰硬，反复
敲打。通过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守，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查，“舌尖上的腐败”“酒桌上的应酬”得到有力遏制，
伟人故里清风徐来。

然而，违规吃喝问题反弹回潮压力较大。梳理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公布的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
从2020年初到今年3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一栏内，违规
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吃喝
三类问题一直排在前三位。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通报的
违规吃喝问题典型案例来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心
无政治、心无规矩、心无戒惧，“吃心”不减、“酒风”不止、“饭局”
不误，转换方式、转移阵地、转嫁下级……隐形变异问题更加突
出。

吃喝问题绝非小事小节，而是关系党在人民群众心中形象
的“大政治”。因此，必须从政治上看“十严禁”。“十严禁”，“禁”
的是违规吃喝，但树的是规矩意识。就像中央八项规定一样，
立的是规矩，不能破，破了就会出大问题。试想一下，规矩立起
来了，如果今天破一点，明天破一点，这个人破一点，那个人破
一点，那还有什么规矩可言？规矩岂不成了“稻草人”？制度岂
不成了“橡皮筋”？纪律岂不成了“软约束”？我们能不严吗？
不能！松不得手，歇不得脚，必须铁下心来，对违规吃喝露头就
打，纵使穿上新的“马甲”，也要升级“打法”，把它打回原形！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把“十严禁”当作一面镜子，把自己
摆进去，“对号入座”，照一照自己的思想，看是否还有违规吃喝
的念头；照一照自己的行为，看是否还在玩“躲猫猫”的戏法；照
一照自己的作风，看是否还抱有依然故我、我行我素的侥幸心
理。

奉劝诸位，千万不要把“十严禁”当作“耳旁风”，千万不要
把自己的前途栽倒在酒杯中。君不见，那些对违规吃喝不以为
然、不以为错、不以为耻的，又有谁能逃脱群众监督的“法眼”？
又有谁能逃脱纪律的惩处？又有谁不会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

是继续吃喝下去，还是就此收手？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
账，望君细思量。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
府上至领导干部下至勤务员，都扛
着锄头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
动，解决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取得抗日
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党员干部扛着“锄头”干事，体现的是
过硬的工作作风和与群众的鱼水深
情，彰显的是我们党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同心同德、同甘共苦的伟大精
神。目前，全党上下正火热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党员干部在理论学习的基
础上，更要扛起“锄头”为人民群众做
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把“我为群众
办实事”这一要求落到实处，切实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服
务的生动实践。

用“锄头”种下为民情。“我为群
众办实事”为党员干部和群众架起
了联系沟通的桥梁，提供了深入基
层、密切联系群众的机会。党员干
部要切实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时刻把群众温暖放在心上，放下架
子、挽起裤子、拿起本子，走在百姓
身边、站在百姓田边、贴近百姓心
边，带着真诚真心真情向人民群众
去请教、去学习。亲眼看看老百姓
的衣食住行、亲身感受老百姓的喜

怒哀乐、深入体察老百姓的酸甜苦
辣，做与人民群众一边儿高的“普通
人”、知寒问暖的“贴心人”、解忧帮
困的“暖心人”，在思想上理解群众、
情感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服务群众，
着力涵养“人民至上”的情怀，与群
众建立深厚感情，增进相互理解与
信任，在感同身受、换位思考中，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
益。

用“锄头”刨出金点子。基层是
源头活水，群众是智慧源泉。“我为
群众办实事”关键就是要察民情访
民意。党员干部不仅要“身”到，更
要“眼”到、“脚”到、“心”到，像“秤
砣”一样，沉到基层、深入群众。做
到调研用心、交谈诚心、帮扶真心，
见微知著地去发现群众最盼、最愁、
最急、最难的问题，从实际工作中、
从矛盾困难中、从群众呼声中去寻
找破解问题的良策，不断从为民解
难中获取灵感、获取动力、获取方
法，从而找准症结、抓住本质，对症
下药，使“我为群众办实事”成为改
进工作的一个有利契机，真正解决
一批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
在的普遍性问题、发展亟待解决的
痛点难点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民

生历史遗留问题，在贴近基层和群
众的过程中启发思维、增添智慧，在
基层干部群众的评判中改进工作、
不断前进。

用“锄头”挥出好日子。“我为群
众办实事”不仅是“治标”，为群众解
决一些当前的困难和问题，更重要
的是要“治本”，为老百姓出思路、出
点子、提建议，从解决一件件小事的
过程中，为一个地区“把脉会诊”，从
而推动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要结
合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和实施“我为
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集中出台一
批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举措，推
出一批为民惠民便民的实招硬招，
实施一批直接造福于民的项目工
程，解决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矛盾
纠纷。在坚持改革创新、推动工作
落实上见实效，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让群众获得满满的获得感、厚厚的
幸福感、稳稳的安全感，真正能够过
上好日子。

党史学习教育重在实效，贵在
长效。只要我们着力为群众诚心办
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
好事，一定可以让党史学习教育不
仅“走新”更能“走心”。

建党百年话信仰
雨点

学党史重在办实事
李进

以史为鉴 从严治党
袁圣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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