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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

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永远不能

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守初心”既是共产党人世界观、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又包含着

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价值取向、理论品格、行动逻辑等方面，自觉坚持了党性与人民性、真理

力量与人格力量、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在价值取向上，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重要论述，在价值取向上

坚持了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

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

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

从政治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工人

阶级的先进性的最高表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源于她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因此，党性和

人民性是内在一致的、统一的，根源于党和人民的内在统一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通过对

人民性的坚守获得胜利源泉，而人民性则依靠对党性先进性的恪守得以维系，二者在价值内核上是贯通的，

具有根本一致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绝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

对“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作出时代应答。

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为人民谋幸福，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

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一思想彰显了实践标准与人民标准、历史观与价值观、执政理念与实践策略的内在统一，在“继续改革

的逻辑下”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的“基本依循”：“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幸福梦”“；四

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切合人民内心诉求；发展新理念归根到底是实现全体

人民共建共治共享，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解决高质量发展中

的公平正义问题，增强人民群众共享成果的获得感与理性预期。当然，以人民为中心并不是简单的口头说

教，也并非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自由、平等观念的抽象口号，而是切切实实地落在实处，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一致性。

在理论品格上，坚持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

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这集中概括

了我们党的鲜明特点和强大优势。



发现真理、尊重真理、为真理而奋斗，是真理力量的本质体现，也是共产党人的实践要求。毛泽东同

志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

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真理的力量内化在认识与把握

社会趋势、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知层面上，外化于共产党人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党的

人格力量即党的威信，是党性、作风、能力的人格化。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虚幻的，

而是具体的、真实的、实际的，是说与做、表与里、内与外的有机统一，是在长期涵养、锤炼又不断超越

自我中实现互相转化的一对有机体。

当然，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也并非天然内蕴，需要大力培养与熔铸，这就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工夫。首

先，要抓好理论武装的“最后一里路”。共产党人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因此要学好“看

家本领”，让真理武装头脑、坚定信仰，并做到真学、真信、真用。其次，要加强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

培育。针对少数党员信仰缺失、人格错位的现象，亟需在党性引导、道德教化、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制

度保障等方面多下功夫，既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说服人，又彰显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真、善、美。

再次，要实现党员在“立德”与“立威”、“立言”与“立行”上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以

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党员干部形成自己的道德规范及

理想人格，既要内化为精神追求，又要外化为实际行动，达成“内在德性”与“外在德行”的辩证统一。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真理与人格在理性与情感层面、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彰显与双重认同，才能真

正起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用，形成党与人民心连心的好局面。

在行动逻辑上，坚持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时

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

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共产

党历史主题主线的深化和拓展，为党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提供了方法策略。

坚持自我革命，是由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纯洁性同

党的先进性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先进性是纯洁性的体现和保证，二者在

本质上是一致的”。保持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永恒主题。我们党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

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归根结底是因为党始终保持先进性。保持

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要求。列宁特别注重党的纯洁性建设，他强调：“我们的任务

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

因此，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离不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坚持社会革命，是由党的伟大使命所决定的“。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

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己任，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崇高目标，开启

了一场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的革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写道，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

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

当然，坚持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要自觉地把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结合，在知行合一上

下功夫。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杜绝遇到问题绕着走；要坚持守正和创新



相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做到宽严相济，

注重治病救人；要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发挥上下两个主体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