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初心担使命是共产党人的永久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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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

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这“两个课题”，是党中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结合新

时代新要求提出来的。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有着情深义长的历史之基，更有着守正创新的现实之

需，它就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必须进一步深刻把握、深入践行，以应有的追求、建树，立起永

远守初心、担使命的肖像，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发展。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共产党人逐梦前行的根本动力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的情感之根，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归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

就把“人民”二字鲜明地写在自己旗帜上。从此，“人民”成了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一切理由。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朴实而庄严的承诺，生动、真切地表达

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十九大深化、固化这个承诺，将“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郑重写进报告。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200 多次提到“人民”，4 次强调“以

人民为中心”，以初心和使命开篇，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结语，洋溢着人民利益至上的情怀。

初心和使命就是这样带着对人民的爱和对人民的责任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源泉。

从建党开始，党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是带着这个“初心和使命”，一

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从心底里激荡出无穷的力量。

初心和使命是催生共产党人不断进取的不竭活力

初心和使命，是共产党人的心之源、力之源。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是为着初心和使命上路的，又因初

心和使命而奋进不止。我们党就是这样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始终充满生机与活



力，成为一个坚强有力、永远年轻的党。心中有初心、有使命，就会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果没有初心和使命，对时代就会麻木不仁、对形势就会无动于

衷。去年以来，江苏省上下进行解放思想大讨论，比较好地解决了“身体进入新时代，思想停在过去时”

的问题。初心和使命刮起的思想风暴，成为江苏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引擎。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建设发展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必须进一步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解放

思想、统一思想，更好地明确所处方位、把握正确方向、适应时代要求。有鉴于此，今年 6月下旬，省委

书记娄勤俭在全省县（市、区）委书记政治能力建设专题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要求，在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纵深推进思想解放，着重解决“理解不深入、行动跟不上、落实缺乏创

造性”的问题。他还催人警醒地提出“九个有没有”问题，如“有没有满足于过去赖以成功的经验做法，

不研究规律甚至不按规律办事的路径依赖”“有没有对历史遗留问题能拖就拖，不愿正视问题、不敢解决

问题的侥幸心理”，等等。这“九个有没有”，与其说是就经济社会建设提出来的，不如说是就守初心、

担使命讲的。如果没有强烈的为民情怀、使命意识，是提不出来的。同样，倘若没有初心和使命，也是把

握不了、回答不了的。初心和使命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活水源头。哪里有初心和使命，哪里就有思想

解放、观念更新。心中有初心、有使命，就会事业为重、想事干事。焦裕禄就是有初心、有使命的楷模。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心中有初心、有使命，就会勇于创新、追求卓越。初心和使命

总是在于与时代碰撞、解决时代问题中彰显的。特别是在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不创新就会被动、慢

开拓就会落后，必须把创新的旗帜高高举起。这几年，江苏省人大着眼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理论的创新

发展，在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方面推出一批创新内容，如五级代表联动、第三方评估、满意度测评、

常委会前的列席代表座谈会等。前不久，省人大信访办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就解决涉法涉诉

信访事项办理反馈问题进行会商，出台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办理反馈和工作协调机制》。这个文本以崭

新的思路和办法解决了多年想解决但难以解决的问题，明确了各自职责，维护了群众利益。创新是一个民

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单位发展进步的灵魂。无数事实表明，任何一个单位的发展都不是靠守摊子守出

来的，都是靠初心和使命推陈出新出来的，而初心的坚守和使命的担当，又都是在开拓创新中彰显和保持

的。

初心和使命是永葆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政治定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定力。政治定力表现在很多方面，

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涵养矢志不渝的党性修养。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说到底是党

性问题。建党 98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从未动摇过。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不同历

史时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问题和挑战，始终初心在心、使命在肩，一脉相承、一以贯之。“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共产党人最讲信誉和认真，对认准的事、承诺过的事，说一不二，锁定目标、真抓实干，坚

定执着、善作善成。这种对初心和使命的忠贞，构成了共产党人成熟和坚定的品质，成为不可撼动的政治

定力。党性即原则性、坚定性，初心和使命着眼于党和人民的利益，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

指出的“两面人”，骨子里就在于初心不定、使命不担、党性不纯。初心和使命决定着政治定力。强化政

治定力，先要守住初心和使命。

初心和使命培育不忘来路的政德操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

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

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和使命最真情的告白。树

高千尺不忘根。这种情感的坚守，化作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责任，是纯朴的、恒久的。政德是党员干部

为官之本、从政之宝。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初心和使命具体生动地昭示了共产党人“入

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以及“你从哪里来、你准备到哪儿去、你准备怎么去”等“政德

之问”。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一个“德”字，必须依德行事，做到大德至上、公德至要、公而忘私，



从而以为政以德的价值坐标和定力，更好地履职尽责。

初心和使命促进心神宁静的人格塑造。心神宁静是一个党员干部难得的修养境界，也是政治定力如何

的生动表现。这种境界是靠日复一日修养来的，特别是靠对初心的坚守和使命的担当而来的。因为有初心

和使命，内心就会丰富充实、正气充盈，就会对外界的诱惑产生强大的自制力和免疫力，不为噪音所扰、

不为暗流所动、不为利益所俘。有初心和使命，就会想正事、谋大事，用心做事、专心致志，就会常修为

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用平和、淡泊、知足和敬畏之心对待名、利、位、权，用珍惜、

感恩和进取之心对待事业、组织、群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做一名组织放心、群众称心、自己

安心的好党员、好干部。

初心和使命是引领共产党人强化素质的时代磁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

成事的真本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素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初心依旧但为民服务的

内容更加丰富，使命依旧但担当作为的责任更重，新时代下初心和使命对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提出更多更

高的要求，成为强化素质的方向和磁力。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曾感叹，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

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当下，无论从事什么工

作，无论是观念层面上，还是理论内容上，还是技术环节上，都有许多新的东西，没有一定的素质显然就

守不好初心、担不好使命。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奋起直追，瞄准时代前沿、着眼时代所需。党的十九大报

告从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

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等 8个方面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这些都需要用心用力去实现。

提高政治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领导干部的所有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政治能力

主要体现在观察分析形势把握政治因素、筹划推动工作落实政治要求、处理解决问题防范政治风险。作为

党员个人，政治能力集中表现在政治理想牢不牢、政治方向对不对、政治立场稳不稳、政治纪律严不严上。

“才不称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这里的“才”和“职”最主要是政治才干、政治之职，而不

是一般的业务能力。政治能力缺乏，平时就可能对大是大非问题不以为然，从俗附庸，随大流，关键时候

就可能辨不清方向，甚至走错路、掉链子。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强化党员干

部的政治能力建设，通过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切实提高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

和辨别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提高法治能力。法治能力是衡量党员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内容，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

天，有没有法治思维、懂不懂法治方式，不仅关乎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更事关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工作质

量，事关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法治思维，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花更大气力

掌握法律法规，成为善于依法化解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做好各项工作的内行、高手。

提高党建能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建工作，会抓党建、善抓党建，在更高起点、

更高标准上推进党建已成为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同志是否合格的重要考量。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强化党建素养，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既要懂业务还要懂党务，人人成为党的建设的明白人。要按照“打铁

必须自身硬”的要求，深入钻研学习党建业务，切实成为党建工作的行家里手，为党的建设走在前、作表

率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