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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总是在不断地更新着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并形成一系列内涵深刻的

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以“根本性建设”进行定位，深化了对执政

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这既是实践要求又是理论命题，加深认识这个重大

命题的战略意义，有利于深入学习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重大命题，是事关党的建设全局性的根

本问题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之所以成为一个重大命题，是因为它生成了新的论断。在党的十九大之

前，我们党一直强调“把思想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并指出这是一条宝贵经验。现在把政治建设纳入党的

建设布局，并提到首要位置加以突出。

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新定位，党中央有一个基本表述，即“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

建设方向和效果”，这揭示了为什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深层逻辑。它涉及的其实不是位置哪个前

哪个后的表层问题，而是凸显了党的建设在根本上要抓什么的内层问题。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一系列重要论述看，“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深刻之处，就是对涉及党的建

设全局性的根本问题的把握。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抓住了政党建设的本质问题。顾名思义，政党是政治性的组织，近代国家政党的形成是政治生

活规范化的产物，是处置社会政治关系的组织化载体。党中央明确指出，“政治属性是党组织的根本属性，

政治功能是党组织的基本功能”，“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这就揭

示了一个基本道理：政党无论怎样建设都不能脱离政治的范围，不抓政治建设，党就不成其为政治组织。

党的十九大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凸显了党的建设的根本性意义。

其次，抓住了政党建设的全局问题。党的建设工程的系统性决定了其任务的全面性，各个方面建设形

成的布局要求协调发展的一体化。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是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和承担的任务具有

全局性。例如，党的政治建设为坚持和发展党的全面领导所必须。又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

治生态、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直接或间接影响党的各方面建设。这些具

有内在关联的要求，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全局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

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党的政治建设不仅统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而且统领

新时代“四个伟大”历史使命，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发

挥着保证作用。

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重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创

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历程中，坚持从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出发，根据国内形势发展和党的任务

变化，不断探索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思想理论，为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作出了独特贡献。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就

是具有创新性的重大命题。

厘清思想建设与政治建设的关系，是认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重大命题不可回避的问题。党

的十九大报告对两者的关系有十分清晰的阐述，即以“根本性建设”定位党的政治建设，以“基础性建设”

定位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关系到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的重大问题，是保持党

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党的思想建设并不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而弱化其重要性，新时代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实践中，必须始终保持党的思想建设的高度自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于党的建设来说，

思想建设的基础不牢固，政治建设根本性的首要地位也难以真正树立起来。事实上，党的政治建设包括的

主要任务都必须靠思想建设的任务来支撑。例如，坚定“四个自信”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关键就是坚定

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净化政治生态的任务贯穿着坚持党的宗旨、增强思想免疫力的要求。

从党的思想建设摆在首位到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发展，是我们党不断深化自身建设尤其是执政党

建设规律认识的飞跃。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重大命题，具有实践的历史基

础和思想的经验基础。从我们党建立起，政治建设就贯穿其实践的始终，有许多文献资料和历史事实可以

证明，我们党无论在顺境的发展中还是在逆境的抗争中，政治建设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制定

党的政治路线、执行党的工作方针政策、严守党的组织纪律和规矩、维护党中央权威、巩固党的团结统一

等方面进行的斗争，都表明党的政治建设的实际存在。但把实践中始终在做的事情提炼为体现思想自觉的

理论命题，则需要有过程的沉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历史实践与现实问题汇集而成的重大命

题，提出这个重大命题是历史经验与新鲜经验的产物，既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一脉相承，又是新时代共

产党执政规律的创造性揭示。

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重大命题，是新时代将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推进的战略举措

新时代党的建设取得卓著成效，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实现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转变。这

样的转变很不容易，而转变能够实现，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顶层思维的全面从严治党整体

布局紧密相关。从党的十八大后重点转变党的作风，到党的十九大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体

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具有连贯性、延伸性、拓深性的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谋划全面从严治党部署时，从一开始就把政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从具体

实践看，全面从严治党首先选择的重点是转变党的作风。党中央表达的思想逻辑很清晰，转变作风只是全

面从严治党的切入口，或者说是个“抓手”，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解决的是“老虎吃天从哪里下口”

的问题。因此，尽管作风建设分量最重，但不能认为转变作风就是管党治党的全部。习近平总书记有很多

这方面的论述，他强调，虽然重点转变党的作风取得了成效，但“树倒根存”，不实不正不廉作风在高压

态势下的收敛不等于就治愈了，稍有放松懈怠，就有可能反弹回潮。要从根本上转变党的作风并且能够巩

固成果，就必须挖深层次的问题，找到生发的“病原体”，从根本上清除党内不实不正不廉作风的土壤。

哪些是深层次问题？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文化就是深层次的问题。把政治建设融入重

点转变党的作风建设之中，既保证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实际的成效，又积累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新鲜经

验。2019 年 1 月 3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以坚定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

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为主体任务，构建党的政治建设的系统架构，正是要以着力解决深层

次问题来巩固转变党风的成果，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党的建设实践中，治标与治本是辩证的关系。一般来说，治标是为了救急，治本求的是彻底；治标是

对严重问题起缓解作用，治本则要从骨子里解决问题。一段时间里把重点放在治标上，目的是为了治本，

在长时期里着力治本也不能放弃治标。标本兼治就是治标与治本相统一，但策略上可以有先后侧重、主次

安排的选择。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在重点转变党的作风同时加强其他方面建设的整体推进，体现着标本

兼治的党建实践路径。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政治定力、

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重要概念，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概念和论述体现的政治建设要求，使

全面从严治党部署具有循序渐进的先后安排。重点转变党的作风是全面从严治党顶层设计中部署的第一个

战役，这是因为党的不实不正不廉作风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首先缓解就会危及党的

政治安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第二个战役，在重点转变党的作风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必须坚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武装，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作为一场硬

仗来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转变党的作风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两个战役不是截然分开的。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但只有在党

的建设深层次问题上对症下药，才能使治标的效果落实到治本的基础上。党的作风建设必须驰而不息地抓

下去，一刻也不能松懈。然而，党的建设重点不能始终放在治标上，在更深层次上解决好党的建设问题才

能把重点移到治本上。党的政治建设具有治本的意义，从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任务看，党的政治建设所着

力解决的问题，对保持党的作风廉洁健康具有根本的保证作用。就全面从严治党顶层设计的两个战役关系

来说，重点转变党的作风第一个战役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必须转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第二个战役；赢得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第二个战役的胜利，是对重点转变党的作风建设第一个战役成果的巩固。作为战略举措，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重大命题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

安排。

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重大命题，是统揽推进新时代“四个伟

大”历史使命的责任担当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指导

思想、根本目的、主要任务以及具体要求，作出了清晰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党的建设是伟大工程，党的

政治建设具有工程的系统性，必须从新时代党的使命担当的要求出发，全面把握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深

刻认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深远意义。

今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再过两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 100周年的重大时刻。历史

已经用足够丰富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伟大，中国人民看到，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程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令人信服的飞跃，

改变国家的命运，光亮人民的前途。今天的中国，从政治上看问题首先就要看这一点。但是，中国共产党

的伟大不是简单的成绩证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奇迹般的成就，不能遮盖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发展

总是面临风险，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飞跃发展的同时，不可忽视党

内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对政治安全构成的威胁。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为了消除党内严

重的政治隐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确保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时代要求新担当，新征程赋予新责任。“勇于担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责任意识

的重要话语。肩负使命必须勇于担当，担当决定作为，作为验证担当。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决定着

它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先进政党，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在更高的政治站位上担当起历史使命，必须坚持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中央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党的政治建设“事关统揽推进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骄人成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胜利发展作了铺垫，然而，前进中的挑战和风险丝毫不会减弱，“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

严峻。在这样的情势下，党的政治建设能不能占据首要地位，能不能发挥统领作用，决定着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历史使命能不能胜利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