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于自我革命 践行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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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四个伟大”作

出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这既是对开展好主题教育提出的重大要求，也是对广

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提升自我修养的殷切希望。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

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修复能力。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这是我们党回看“走过的路”

得出的经验总结、远眺“前行的路”作出的重大决策。

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奥秘所在。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就是

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向前迈进的奋斗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八七会议批判和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

义错误，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局面；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危急关头挽

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延安整风端正了党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也曾有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但

都通过自我纠偏、拨乱反正重新走上正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解放

思想推动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实践充分证明，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

敢于坚持真理，及时修正错误，是我们党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的根本原因，是党的事业兴

旺发达、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

立足党自身建设实际，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永葆先进纯洁的必然要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关键要看我们党有没有不断解决自身问题的决心和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从坚定信仰信念到严明政治纪律，从实施八项规定到发挥巡视利

剑作用，从“老虎”“苍蝇”一起打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推动党内政治生

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海晏河清。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

特别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

动摇党执政根基的隐患无处不在。只有始终坚持刀刃向内，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清病毒、挖病灶、割毒

瘤，我们党才能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着眼党员干部个人成长，勇于自我革命是走稳走好从政之路的关键所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总是

在不断改进自身不足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的。总体来看，通过这些年的从严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干部队伍作

风形象明显改进，党性修养水平明显提升，但对照新时代新要求，依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理想

信念上，有的还没有真正在心中扎下根，存在随风摇摆的现象；在宗旨观念上，有的虽然“嘴上叫得响”，

但行动跟不上，“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在清正廉洁上，有的虽然不吃不沾不拿了，但却

是在高压下的“自我保护”，离发自内心的不想腐还有不小差距。实践一再证明，党员干部如果不敢自我

革命，思想上就把不准“导航仪”，政治上就筑不牢“压舱石”，行动上就激不活“动力源”。只有勇于

对自身存在的问题症结“动手术”，才能有效清除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真正挺起“脊梁骨”、焕发



“精气神”，成长为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准确把握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和实践指向

自我革命最鲜明的特征是实践性，就是要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刮骨疗伤的勇气，奔着问题去，

盯着问题改，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信仰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我们要坚决廓清“思想迷雾”，持续点亮“心中明灯”，让理想的

旗帜始终在心头高高飘扬。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是自我革命的精神支柱。一个人只有

确立了崇高的理想，其精神才能强大、追求才能执着。被毛主席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出身大地主

家庭，家里有“乌鸦飞不过的田产”。为了与旧社会彻底决裂，彭湃当众焚烧了自己及母亲名下的田契。

他之所以能下这个决心，就源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人生如屋，信仰如柱”。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

不仅仅体现在紧要关头、关键时刻，更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一要时时检视信仰信念。中共一大参会的

代表有 13人，除了牺牲的 4人外，脱党、被党开除的有 7人，超过半数，最后参加开国大典的只有毛泽东、

董必武 2 人。这犹如大浪淘沙，“淘”的就是对理想信念坚定与否。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党员干部要牢

牢保持“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的自觉，常补精神之钙、常固思想之基，不断在修身正己中校准初心

“原点”、擦亮初心“底色”。二要处处坚守信仰信念。医学上的双重人格源于心理障碍，政治上的“两

面人”则源于信仰缺失。党员干部要把对党忠诚作为信念坚定的根本体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忠

贞不渝，台上台下、人前人后一个样，决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三要事事践行信仰信念。

理想信念是崇高的，同时也是具体的、实践的。时代楷模赵亚夫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不图名利、不要报

酬，主动到茅山老区帮助农民发展高效农业，以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从年轻时就

树起的信仰信念。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坚持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干起，真正使理想信念根植于头脑、

融入于工作、体现于行动。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我们要坚决克服各种脱离群众倾向，不断涵养民生情怀，让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为民是我们进行自我革命的最大动力。毛主席在《为

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

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支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每名党

员干部都要从内心深处多想想“初心是什么、群众要什么、为民干什么”，切实把为民宗旨印刻在思想灵

魂之中。一是自觉摆正同群众的位置，真正敬畏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书写者，我们党从执政

的那一天起，就把党员干部定位为人民的公仆。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牢记，人民在我们心中有多大重量，

我们在人民心里才能有多大分量，时刻以敬畏之心、谦卑之心、服务之心对待群众，筑牢一心为民的思想

根基。二是切实增进同群众的感情，矢志造福群众。对党员干部来说，最好的政绩是在街头巷尾的民意闲

谈中，最好的痕迹是留在百姓心中。要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满怀深情地谋划为民之策、躬行惠

民之举，既全心全意办好群众关心的大事要事，又真心实意解决好每家每户的小事难事，通过不懈努力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充分相信群众的力量，紧紧依靠群众。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也是我

们事业的最大靠山。前两年，泰州有个村书记被群众亲切称为“狗不叫”书记，现在徐州铜山区又出了一

个“叫出狗”的书记，他对家家户户的情况甚至连小狗的名字都了如指掌，在常跨百姓门槛中赢得群众的

理解和支持，村里各项工作都干得风生水起。这就告诉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善于依靠群众，从群

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更接地气、更有底气、更聚人气。

拼搏奋斗是共产党人的使命所系价值所在，我们要坚决克服懈怠情绪，不断昂扬进取锐气，让敢担当

勇作为成为自觉追求。人生的所有成功，都源自对最初梦想的执着坚守；世上的所有伟大，都来自坚持不

懈的拼搏奋斗。当前，我省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任务重、压力大、要求高，



迫切需要各级党员干部敢抓敢管、敢作善为。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勤政不做懒官、善政不做庸官、为政不

做昏官，始终以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为党分忧、为民造福。一是锐意创新，增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江苏今天的成就，得益于一批批改革者的不断探索创新，从春到上塘“大包干”、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

起”，再到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等，无不体现江苏干部敢闯敢试的精神品质。现在我们所做的很多工作

都没有先例可循，如何在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中抓住机遇、推动发展，如何在“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

中更好扩大双向开放，如何在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中加快区域间产业联动、发展互动，等等，都需

要党员干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胆探索实践。二是把握规律，增强“谋定而后动”的睿智。敢闯敢干

不是蛮干硬干，真正的担当都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理性认知上。比如，推进苏北农村住房条件改善，就要

站在“四化同步”的高度系统谋划、科学规划、完善配套，统筹推进住房建设和乡村治理。只有把准规律，

明确主攻方向和着力点，我们干事担当才能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才能把各项工作做扎

实、干精彩。三是事不避难，增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胆略。党员干部肩负组织和人民的重托，软肩膀

挑不起硬担子。要始终秉持“无功就是过、无为就是错”的干事理念，在深化改革上敢于“割肉”，在管

党治党上敢于较真，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敢于负责，切实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求真务实是党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我们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转变工作作风，让重

实干求实效在全省上下蔚然成风。作风是形象，更是力量。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文山会海”“过度留

痕”“责任甩锅”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这表面看是工作问题，背后反映出政绩观有

偏差、“官本位”思想在作祟，根子还是淡漠了初心、遗忘了使命。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领导干部是作

风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必须带头纠治、身体力行，切实发挥好“头雁作用”。一要有“不做虚功、务

求实效”的定力。这是各项工作真正得到组织和群众认可的关键所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驰于

空想，不鹜于虚声，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做那些徒有形式、吸引眼球却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真

正把精力和注意力聚焦到干实事、求实效上来。二要有“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狠劲。工作举措千万条，

不落地见效就是“打白条”。要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抓经济要聚力突破重大项目，抓改

革要聚力攻克关键环节，抓民生要聚力解决痛点难点，以真绩实效推动事业发展、赢得群众认可。三要有

“燕子垒窝、蚂蚁啃骨”的韧性。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没有“月月做、日日做、时时做”

的劲头，是落实不了、落实不好的。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保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担当，做到蹄疾步稳、久久为功，不断积小胜为大胜。

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我们要坚持原则守好底线，弘扬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永葆为民

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树贵自直，人贵自律。党员干部只有管住口腹、擦亮眼睛、站稳脚跟，才有做人的

底气、为官的正气、办事的硬气。一是修“德”以配“位”。为官最怕才疏而任重、最忌德薄而位尊。党

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小成靠智，大成靠德”的古训，以德修身、以德润才、以德服人，努力以道德的力量

去赢得人生、赢得事业。二是正“心”以止“欲”。“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作为党员干部，面对

“微腐败”决不能掉以轻心，遇到“潜规则”决不能随波逐流，碰上“人情礼”决不能欣然笑纳，必须从

一开始、从点滴处筑牢清廉防线。三是慎“权”以克“己”。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把好权力的

“方向盘”，决不能让权力成为恣意妄为的“脱缰野马”。在规范用权、严于律己的同时，还要注重家风

家教，管好家人和身边人，决不做封妻荫子的“保护伞”。

切实增强勇于自我革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自我革命绝非朝夕之功，必须坚持学习不止、修身不止、纠偏不止，真正使之成为一种思想自觉、一

种行为习惯。

一要强化理论武装为自我革命“定向领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浩瀚深邃的智慧



宝库，是推进自我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必须带着至真至诚深学细研，通过学习不断加强主观世界改

造，把“四个意识”扎得更深、“四个自信”树得更牢，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自我革命始终保持

正确方向。要通过学习不断解放思想、统一思想，坚决破除一切与新思想不相适应的思想桎梏和思维定势，

努力使自己的思维方式更好满足自我革命需要，真正做到知之愈明、信之愈坚、行之愈笃。

二要严肃党内生活为自我革命“添薪加火”。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员干部自我革命、锤炼党性的“大熔

炉”。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认真落实“三会一课”、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等基本制度，勇于自我审

视，敢于自我解剖，不断勘误纠错、校正言行。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大力弘扬整风精神，敢

于自揭伤疤、自戳痛处，真诚帮助他人指出问题、查摆不足，在“红脸出汗”中达到“排毒治病”的效果，

增强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三要学习先进楷模为自我革命“锚定坐标”。先进楷模是人格化的价值观、看得见的正能量，也是自

我革命的现实标杆、鲜活教材。省委在这次主题教育中，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学“周恩来精神”、基层干部

学赵亚夫、广大党员学王继才，就是要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在见贤思齐中砥砺初心、践行使命。唯见人长，

方知己短。要自觉把学习先进、争当先进作为一种精神境界、一种价值追求，经常性对标找差、改进不足，

真正使学习先进的过程成为校正偏差、纯洁党性、担当进取的过程。

四要主动接受监督为自我革命“助力增压”。自我革命不是自说自话、自弹自唱，必须敞开大门多听

听群众意见，自觉接受各方监督。要把组织监督看作是最大的爱护、最好的保护，主动向组织表达心声、

坦白想法，不耍“小聪明”、不做“两面人”。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习惯在“聚光灯”下履行职责，在

“放大镜”下开展工作，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群众看得最清

楚，也最有发言权，要多照照民心这面镜子，多比比民意这把尺子，努力使各项工作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

的检验。

自我革命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从年轻时期就要自觉践行、一以贯之。当代年轻干部，恰逢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不仅是第一个百年目标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接

力者和建设者，要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锤炼自己，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建

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强大生力军。要永葆“一心向党志不移”的政治忠诚，把绝对忠诚融入灵魂，把

纪律规矩挺在前面，自觉用“五个必须”正心修身，用“七个有之”自警自省，切实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使自己的成长永远走在正确的轨道上。要激扬“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蓬勃朝气，充分发挥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较快的长处，勇于破旧立新，善于推陈出新，积极投身“三

大攻坚战”、建设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等重点难点工作，敢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攻最难的关

隘，在干事创业中彰显担当、展现作为。要练就“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过硬本领，始终保持“空杯”心态，

虚心向书本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主动到发展一线、艰苦地区经风雨，多经历一些急事难事、

多接一接“烫手山芋”、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真正在干事中长本事、在磨练中变老练。要锻造“谦

逊务实不浮躁”的优良作风，把“低姿态做人、高标准做事”作为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内容，不贪一时之

功，不图一时之名，坚决防止和克服浮躁之气，始终做到“昂扬”不“张扬”、“自信”不“自负”、“优

秀”不“优越”，在成长成才之路上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