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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的理论认知与实践要求
———基于新中国 70年历程的思考

田旭明
(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和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也是共产党人凝魂聚气、攻坚克难、

坚守初心的深厚动力。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等时代特征和使

命，赋予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的重任。从理想信念内在逻辑以及时代境遇来看，新时代共产党人需要在夯实马克思主

义信仰、增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认同、逐步完成新时代中心任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

践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从而实现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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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说: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个人成
长、国家发展和政党执政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是依靠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而凝聚起来的先进政党，更是依靠忠实捍卫和践行这种理想信念，才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磨难取
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胜利。可以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
人安身立命的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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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安危的
高度，反复告诫和激励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把好思想“总开关”，警惕精神之
“钙”流失，预防党的肌体患上“软骨病”，特别是在此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他突出强调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思想政治受洗礼，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
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2］。这深刻表明了理想信念对于共产党人坚
守初心、担当使命的重要意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面对社会结构变迁和环境
变化，面对多元文化激荡和纷扰，我们党要始终保持思想定力，厚植理想信念自觉和自信，抵御和防
范理想信念动摇与滑坡，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实现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的
有机统一，这样才能永葆奋斗之心，并在顺境中保持不骄不躁，在困境中不动摇不放弃，从而实现共
产党人初心之志。

1 坚守理想信念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自觉

在政治实践中，共同的政治理想信念是政党精神支柱，也是其凝魂聚气的深厚伟力。中国共产
党有着严密的组织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因信念而生，因信念而强。无论时空如何转换，理想信念都是
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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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反复告诫全党同志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守住初心和宗旨，“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巍然不动”，这
是对理论、历史和现实反思与总结的结果，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

1．1 崇高理想信念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坚守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露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劳动等问题，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

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由此进一步得出以私有制为基础
的资本主义必然会被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总趋
势，不会以任何人意志而发生转变。共产主义逐渐消灭私有制，不断实现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符
合全体劳动者利益。但共产主义不是自发就能实现，需要先进的力量通过革命的手段进行斗争，“只
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3］543。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个先进力量就是代表
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与过去的一切旧的有产阶级的政党有着本质区别。他们“应当
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
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4］170。这种“自己的目的和政治”就包括不同于其他有产
阶级政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初心。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与过去那些阶级的自
私自利性政治统治有着本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
运动”［5］411，“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
益不同的利益”［5］413。“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5］413，他们的
目的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5］413。这些论断明
确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同时也表明了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成为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
解放使命的承担者。因此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要时刻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崇
高使命和职责，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奋斗。在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坚信社会
主义必然会取代资本主义，还积极与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确保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初心不移、方向不变。1875年，德国工人运动中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成了一个统一的工
人政党，并形成了一份新的党纲即《哥达纲领》，但这部新的纲领在一些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应有的原则，且充满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表现出“明显的退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工人
阶级革命运动的团结，防止分裂，恩格斯就给当时的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倍倍尔写信说: “一般说来，
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
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4］350恩格斯认为，如果认同这份充满机会主义且在一些内
容上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纲领指导，“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
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4］350。马克思在给威廉·白拉克的信中更是这样强
调: “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哪怕用外交式的沉默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
领。”［4］355从这些犀利言辞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份纲领的批判，恰恰也表明了他们对社会
主义原则和理想信念的坚守。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信奉者与捍卫者。早在 1908 年，马赫主义思潮泛滥。这种
思潮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思想混乱，列宁予以批判和回击，强调“沿着
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 但决不会穷尽它) ;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
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6］103－104。在他看来，“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
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
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6］309。十月革命后，俄共( 布) 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
本性转变，但与此同时，“如何建设党”也成为了俄共面临的现实问题。由于执政经验缺乏、资本主义
因素增长、旧习气渗透等因素影响，俄共( 布) 内部逐渐滋生了官僚主义、拖拉作风、腐化堕落、信念动
摇、特权现象等问题。为此，列宁将强化党员理想信念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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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以维护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如加强政治教育。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专门成立了政治教育委
员会，这一机构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政治方针、提高党的文化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同时，他还主张通过清党来确保党员政治信念的坚定。革命胜利后列宁认识到党的中心任务从
“军事战线转到经济战线”，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要把那些脱离群众、信念不坚定的分子清除出党。
正如他所言: “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
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7］562只有这样，党才是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引
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而且非常
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理想信念的守护。

1．2 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制胜法宝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武装起来、始终恪守为人民服务宗旨

的政党，在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始终坚守这一理想信念，与一切背离这一理想信念的思想和行为进
行斗争，因而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恰如毛泽东所说: “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
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8］1094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
泽东就认为要把思想教育摆在首位。在 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非
组织化、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流寇主义等思想，毛泽东指出: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
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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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因为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一旦愈演愈烈，必然
会降低军队战斗力和党组织凝聚力。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以凝聚力量共同抗战为目标，以整风运
动为主要抓手，通过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等思想的批判，廓清了思想迷雾，坚定了广大党
员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动员力量彻底消灭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
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阐明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使命，“我们
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
疑义的……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8］1059。凡违背这个目标，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
诚的共产主义者”。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更加重视理想信念的培育，既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习和教育，夯实信仰的理论基础，又注重客观分析斗争形势，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新中国成立前
夕，为了防止革命成功后党员干部滋生贪图享乐、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的情绪和心理，经不起资产阶
级糖衣炮弹的攻击，陷入理想信念丢弃的漩涡，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路程
将更长，工作将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0］1438－1439。可以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始终重视理想信念
的培育和践行，强化了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逻辑，这也是面对强大敌人和残酷斗争时革命依然能取
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在总结过去革命经验时就明确指出: “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
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
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11］190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和现实困
境、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多元文化的纷扰，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在历史变革和时代
大势面前，要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必须要牢固树立共产党人理想信念，这是执政根基
稳固的定海神针。为此，邓小平提醒全党: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
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
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11］110为
了让这种理想信念扎根人心并薪火相传，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培养“四有”新人等时代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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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要求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
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
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12］293。胡锦涛强调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保
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全党同志理想信念坚
定，全国人民就有主心骨”［13］14。这些都凸显了我们党对理想信念的高度重视。20 世纪 90 年代
的苏东剧变，“首先是信念的崩溃”［14］178，也警醒中国共产党任何时刻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
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否则终究会出现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的命运。综上所述，坚守理想信念，不忘
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政治自觉。鲜活的历史也不断表明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
柱和制胜法器。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因此也承担
着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伟大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将面对新的长征路上更
沉重的历史任务，更多隐性且深层次的挑战、风险和矛盾，更多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这就要求我们党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守住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夺取新时代伟大事业的新胜利。

2 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面临的新境遇

“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是无法完成新时代重托和使命
的，一系列美好的发展期待也将会成为“镜花水月”。新时代执政目标、发展重任、社会主要矛盾转
变、国际局势演变等确定性或不确定性问题，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坚守提出了重重考验和更高层
次的要求。

2．1 新时代历史方位要求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
新时代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时代，是我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在这个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在

现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为人类文明做出
更大的贡献，从而展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回顾过去，中国共产党正因为有了坚定的信仰
和共同的理想，所以才能在艰苦的岁月中顶住压力、自力更生，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绩，使
得社会主义在中国擎旗飘扬。站在新时代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和方位，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没
有共同理想信念的支撑，很容易丧失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更无法面对前进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
折。因此，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能弱化。

尤为重要的是，新时代伟大使命决定了奋斗是永恒的主题。历史只会眷顾前进者和奋斗者，不
会等待犹豫者和畏缩者。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创业维艰，奋斗以成。新时代所处的历史关键节点、
绘制的蓝图和设计的美好目标，需要共产党人和所有人民共同奋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样才能
不负这个时代的使命和人民的期盼。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必须牢牢坚守理想信念，这是奋斗的
动力源泉。奋斗的热情和韧劲来源于物质利益刺激，更来源于精神动力的驱使。长征路上党和红军
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艰难而淬火成钢。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面对物质资源严重匮乏和西
方国家政治封锁，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畏困苦，仍保持高涨的建设和奋斗
热情，这些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信念始终坚定而执着。习近平说过: “要坚持学而信、学而
思、学而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
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15］这表明了理想信念是奋斗的动力，奋斗需要理想
信念的凝魂聚气。新时代发展重任要求共产党人带领人民长期不懈奋斗，久久为功，而这就必须确
保广大党员和干部永远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旦理想信念动摇
或弱化，奋斗的动力和热情必然会减弱，这将会直接导致新时代事业发展受阻，甚至会造成无法估量
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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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共产党人恪守理想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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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判断指出未来我们党必须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难题，努力提高人民生存质量，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状态，而为实现这些目标，广大共产党人必须
时刻恪守共产主义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没有这样的理想信念，就会失去党性和人民
立场，也就不可能做到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社会发展的落脚点就不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这样一来社会
主要矛盾就无法得到根本化解。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也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价值追求。这一追求要
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工作标准是人民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时刻
关注人民的诉求，常思民众疾苦，增强为民服务意识，提高为民服务能力。而这些为民的主动性、积
极性和能动性就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现实体现。“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
精力乃至生命。”［16］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才能真正将最广
大人民利益摆在中心位置，二者永远是对等的关系。反过来，只有一心一意为民谋幸福，才能展现出
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笃信认同。因此，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期待要求共产党人恪守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与此同时，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制约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难题，更要广大党员
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只有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会自觉抵制和杜绝片面发展、单向度发展、自我
本位式发展等自私自利发展现象，转而将共享发展、共同富裕作为始终不渝的追求，努力缩小发展差
距和破解发展难题，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尊严感。因此，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守护政治初
心是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诉求。

2．3 民族复兴重任要求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且最迫切的梦想。在追求民族复兴的道路

上，封建士大夫阶层、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不同力量都曾拿出方案，但均因阶级局限性没有完
成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牵
引，最终成为了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和领导力量。无论是与穷凶极恶的敌人斗争的革命年代，还是
自力更生、韬光养晦、艰苦奋斗的建设和改革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展现出了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社
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
到强起来的飞跃。进入新时代，在新中国 70 年建设的基础上，快速的发展使得人民的信心不断递
增，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民族复兴更加迫切的渴望。党的十九大关于“两个阶段”的具体划分和明确
路线更是刺激了人们的期待。然而实现民族复兴并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前进的道路
上将会风险重重、危险涌动、挑战重重、斗争不息。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加强思想建设，牢牢守护理
想信念防线，这样才能把自己锻造成领导有力、执政能力强、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以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以及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决心向顽疾开刀、向各种挑战“亮
剑”，从而确保民族复兴目标顺利如期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
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
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17］10－11同时他还强调，“只有理想信念坚
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坚定不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
斗”［18］。对于广大党员和干部来说，思想是“总开关”，如果拧不紧就会“出轨越界、跑冒滴漏”，而理
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政治灵魂，是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一旦弱化和丧失，思想病变就

·92·



·探索笔会· 《探索》2019年第 5期

会接踵而至，为民宗旨就会被淹没，道德底线也会不断遭到突破，进而引发各种腐败行为，陷入不作
为、乱作为、懒政怠政、精神萎靡等境地，导致党的战斗力、进取力和执政能力被慢慢吞噬，应对挑战
和风险的气魄和决心也会逐渐弱化，也就不愿、不想和不敢直面触碰“硬骨头”和涉险滩，这对民族复
兴将是致命性伤害。因此，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迫切性和艰巨性要求我们党必须更加坚守理想信
念，捍卫思想高地，从而凝心聚力、乘风破浪和闯关夺隘，不负人民的期待。

2．4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需要共产党人筑牢理想信念
新时代中国不仅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要在此基础上走进世界舞台中心，只不过与西

方一些国家殖民思维不同，中国走向世界是建立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为世界和谐发展贡献中国智
慧和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但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企图不会终止，干
涉和阻挠中国发展的强权阴谋不会消散，这对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阵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势必会形成严峻的外部挑战。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20 世纪的苏东剧变致使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再加上“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等思想的叫嚣，更加激
发了他们征服和演变的心理。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而西方国家
一次次的经济社会危机如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潮的爆发，表明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克服的内在紧
张和矛盾日益凸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霸权秩序的破溃，而经济社会危机背后更是西方社会的文化价
值困境。可以说，中西文化力量对比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传统观念中西强东弱的图景开始扭转。
这使得西方国家忧患意识开始增加，不自觉中加紧了对中国的排斥和遏制，其中就包括文化霸权、意
识形态渗透的加剧。此外，进入新时代，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为更多渴
望独立发展的国家提供现代化智慧和经验，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但一些西方国家认为这会威胁到自
身利益，于是不断抛出“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论”“地缘政治论”，并从经济遏制、资本支持、技术垄
断、话语操纵、规则把持、舆论围堵、网络攻击、宗教渗透、周边争端等方面加大力度，制造反和平、逆
全球化、反文明多元化的行为，企图从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等方面全方位围堵和遏制中国发展。这
些表面手段的背后其实是道路之争、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最终目的是瓦解共产党的领导和消解
社会主义生命力，像近期中美贸易战、英国政要的“涉港”错误言论等就是典型。由此可见，日益走向
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将会面临许多难以预测的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挑战。这客观上就
要求我们党必须保持政治和思想定力，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与一切
威胁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作斗争，确保信念不移，初心不改，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
永久活力。只有如此，堡垒才不会被内部和外部异己力量攻破。相反，如果广大党员和干部理想信
念不坚定，就很容易掉入西方设置好的思想陷阱，被他人占领精神家园，甚至走上邪路。

3 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的实践要求

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共产党人必须时刻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加强思想建设，才能在波谲云诡的环
境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守住初心继续前进。

3．1 在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根基，而坚定的信仰必然来自于对理论的自觉。习

近平总书记说过: “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中国共
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15］“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
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19］116因此，共产党人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就
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有着正确的认识，做到“真知、真懂”，减少理论上的一知半解、模糊不清
现象。在实践中: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在培养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业务能力的同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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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二者不可偏废。现在领导干部忙于工作而忽视学习的状况较为明
显。因此要敦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20］。一些党员认为读经典是“钻故纸堆”，是“老古董”和“书呆
子”，或者将经典放在书柜以做形象装扮，“这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来说是可悲的。无经可读，或有经不
读，就谈不到有明确的信仰”［21］126。因此，要将读经典、学马列作为领导干部必修政治课和业务课;
要经常借助党校和干部学校学习培训、民主生活会、党内政治教育活动等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在公
务员考试录取、干部日常考核、干部提拔晋升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考察。同时，学习马克
思主义不能纸上谈兵，要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走进实践学，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这样才能真
正做到“懂马和信马”。其次，加强马克思主义精准施教。利用广播、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和移动
电视、数字报纸等新媒体在党内生活中全方位宣传马克思主义，实现思想的直观化、形象化、移动化、
可视化传播;创作更多反映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文艺精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廉洁奉公、担当为民;定期组织党员赴革命纪念馆、红色文化圣地、改革示范区、历史遗址进行思想教
育和精神洗礼，感受信仰的伟力。通过各种鲜活载体、显性和隐性情境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形成一种精准引导和熏染，让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日常生活中能直观感受和体验到信仰的崇
高与魅力。最后，提高领导干部理论思维能力。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问题和改造世界是理
论自觉的至高境界，更是认同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体现。因此，要激励各级领导干部运用马
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思维、方法和思想分析和解决当下现实
问题，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和矛盾的能力，要通过理论的“知情意同”和实践转化提
升理论自觉和自信，进而坚定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3．2 在增进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认同中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共产党人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是保持党的

团结统一、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力量的思想基础。广大党员要充分认识到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科学
性和实践性，对二者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入的理解。

首先，要明白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并不是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抽
象化存在，而是有着客观且具体的实践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和权威，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对党的领导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保持认同和信心。同时，坚持群众路线，落实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要求。其
次，要理解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共同理想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实现共同理想
是为远大理想的实现夯实基础和奠定条件。因此，广大党员干部既要以远大理想激励和鞭策自己，
又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加油干，切勿冒进急躁。最后，率先主动
与一切歪曲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思想及行为作斗争。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深受物化意识、功利主义
驱使，认为谈共产主义太过缥缈和遥远，不过是海市蜃楼。还有一些人迷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
化，崇洋媚外，一厢情愿认为“风景外面独好”，并将所有不好的现象以及现实难题都统统归因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抹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此，广大党员必须主动“亮剑”，积极澄清，用理论
的彻底性和行为的坚定性展现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现实性，引导民众的思想认识，匡正错误观点，
廓清思想迷雾，捍卫真理的神圣性。在实践中，各级党员干部要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提高
思想和理论觉悟。与此同时，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努力提高服务群众本领和能力，踏踏实实
解决好民众关心的问题，争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用实际行动展现对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坚定。

3．3 在逐步完成新时代中心任务中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于理论的自觉，同时还来自于现实实践。如果理想和现实的张力增强、距

离拉大，势必会影响对理想的认同和坚定。反之，如果现实不断向理想接近，那么理想的说服力、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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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和凝聚力就会越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的坚定，必然体现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等活生生的实际方面。进入新
时代，我们党制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任务的逐个突破和全面完成，是人民的迫切期待，体现了党的强大
执政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彰显了中国发展成绩距离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的标准的
逐渐缩短，由此也会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的认同
与自信。

因此，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部署，对照新时代中心任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不懈奋斗，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如期和逐步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复兴等经得
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中心任务，用鲜亮的成绩和卓越战绩展现和增强对理想信念的坚定，用一个又
一个稳妥的胜利表明共产主义社会虽然不会很快实现，但一定会在一步一步的发展和斗争中水到渠
成，变成现实。

3．4 在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在总结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
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
样”［3］539。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解放自己，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制度。因此，无产
阶级政党的理想目标着眼于世界历史大格局，具有深远的世界胸怀和担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
类解放进程向前推进一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越有解释力、说服力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
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22］。这是对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远大理想信念的继承
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人类发展和解放事业做出越来越多努力，对人
类文明贡献越大，就越能体现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和价值，也就越有助于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
信念自信。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为践行这一理念
而做出的一系列举措，既是一种国际关系战略，又是彰显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世界格局和担
当，更是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目标实现的时代路径。因此，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大力提升中国经济发展
质量，提升经济要素国际竞争力，并扩大对外开放，提升领导开放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积极参与国
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构建，抵制单边主义、零和博弈思维;要将中国发展成果、经
验和智慧与世界各国分享，互惠互利，促进共同发展。通过积极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实现国与
国的利益相连、责任共担、价值共通、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
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3］。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每一
步前进，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性、真理性与现实性，同时也是逐
步向人类解放目标的迈进。因此，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
解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广大党员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厚植社会主义事业情
怀是难得的机遇和动力，有助于增强他们对理想信念的自觉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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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Practical Ｒequirement of CPC's Adherence
to Ideal and Belief in the New Era

TIAN Xuming
( School of Max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541004)

Abstract: Firm ideal and belief is the CPC's survival foundation and spiritual pillar to withstand any test． It
is also the deep motive force for the CPC to unite their soul，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stick to their original
heart． Entering a new era，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social con-
tradictions，and China's increasingly moving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entrust the CPC important task
of firm ideal and belief． From the internal logic of ideal and belief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in the new
era，the CPC need to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of belief，supply calcium of spirit，stabilize the rudder of thought
in the practice of consolidating Marxism belief，strengthening identification of the lofty ideal of Communism and
the common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gradually completing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new era，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so as to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building Party by thought and
strengthening Party by theory．

Key words: ideal and belief; theoretical cognition; new circumstances; practical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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