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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提出，要“用好用活党史资源，

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

时强调：“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他们

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用活党史资源的

重要论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是新时代党史工作的职责所在、

使命所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此后，不管在任何

历史时期，处于任何历史方位，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照映在旗帜上，将谋求中华民族独立

富强的使命融汇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实现初心、践行使命的奋斗史。回溯来时路，

初心历久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习党史、国史，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我们要写好红色家谱，传承

红色基因，使广大干部群众从党的历史中汲取解放思想、继续前行的营养和智慧，凝聚继往开来、接续奋

斗的共识和力量。

写好红色家谱，为党治国理政提供历史借鉴。“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明史知理、鉴往知

来是对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承袭。注重从党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营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

势，也是党史工作的生命力所在。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自身的历史进行记录和

反思。党史工作就是要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总结、充分利用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执政 70年来积

淀的理论与实践智慧，为领导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有力支持。

写好红色家谱，激励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代共产党

人矢志不渝，艰辛求索，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成就，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正是有了对共产主义的信

仰，有了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向往，中国共产党人才有了坚韧不拔的坚强意志，才有了攻

坚克难的不竭动力。做好党史工作，写好红色家谱，就是要全面展现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践行初心和

使命的光辉历程，用党的伟大成就鼓舞人，用党的优良作风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思想

理论引领人。特别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应当积极作为、主动

发声，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牢记初心担当、践行使命责任提供丰富的党史“营养剂”。

写好红色家谱，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历史虚无主义不断

变换面目，通过历史过程碎片化、历史情节虚构化、历史人物丑恶化等手段，肆意歪曲党的历史。对此，

要给予高度重视和坚决反击。切实加强党史研究，不断推出反映历史事实、符合时代要求、经得起历史和

实践检验的各类成果，是回击历史虚无主义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这要求党史工作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相

统一的原则，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以正确的立场、观

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维护党的历史。

江苏是党史资源大省，许多重要党史人物在此留下足迹，许多重大党史事件发生在江苏。长期革命历



程中熔铸而成的雨花英烈精神、周恩来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中的“江苏符号”。近年来，在省委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全省各地党史部门认真落实党史资政育人

根本任务，深化党史研究，加强党史成果转化利用，在重大党史课题攻关、党史宣传教育创新等方面取得

了明显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需要更好发挥党史“营养剂”和“教科书”作用，汲取精神养分，

激发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是始终坚持“党史姓党”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研究是一门具有鲜明党性的科学。必

须将“党史姓党”作为党史工作的生命线，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要求贯

彻好落实好。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重大党史事件和重要党史人物评价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做到党史姓党、党史育党、党史为党、党史护党。坚

持从历史维度系统梳理、科学总结党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历史成就，从时代维度深入研究、

科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实践背景、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及时记载、

总结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创新实践和新鲜经验，为宣传好推进好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尽职尽力。

二是着力打造党史研究新高地。正确处理好政治纪律和学术研究的关系，既要尊重历史研究的客观规

律，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又要牢牢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决以

科学客观、详实充分的研究成果，有力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要进一步加强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

人物研究，把蕴含其中的信仰、宗旨、品格、作风深入挖掘出来、生动展示出来、持久传承开来。进一步

开展党在江苏的具体实践研究，深入挖掘雨花英烈精神、周恩来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的

重大意义、内涵特质、时代价值和实践要求，总结党领导江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

动实践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和宝贵经验，推出更多学术水平高、现实意义强的精品力作。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为重要契机，深化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理论研究和阐释，为主题教育的开展提供丰厚的

理论支撑。

三是积极拓展党史宣教新形式。围绕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将其作为普及党史知识、加

强党史宣传、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重要契机。创新宣传平台，进一步发挥远程教育、党史党建

网站在学习教育中的作用，在报刊、网站、微信等平台开设主题专栏，传递红色声音，讲好红色故事。大

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注重用好互联网、“两微一端”平台，推出微电影、微动漫、微纪

实、微党课等形式灵活、个性化强的党史宣传项目，切实增强党史宣传的覆盖面和渗透力。充分发挥革命

遗址、纪念场馆的阵地作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建设，积极打造

以党史文化为核心内容的红色旅游项目。针对领导干部、党员、群众和大中小学生等不同受众的特点和需

求，推出初心系列精品教育读本，挖掘先进事迹、典型人物，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的信心和力量。

四是切实凝聚党史工作新合力。牢固树立“大党史”意识，将党史工作融入党建工作、宣传工作和文

化建设中去，进一步盘活资源、整合力量、形成机制。一方面，强化责任落实，把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

把党史事业发展纳入党委工作整体布局，作为党委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切实

加强党史部门与组织、宣传、党校、教育、文化旅游、档案、地方志等部门和机构的联系，加强各级党史

机构、党校、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的联系和学术交流，更好地发挥党史学会、党史人物类研究会在人才、

研究方面的优势。积极构建以党委领导为核心，以党史部门为主力，以多方联动为支撑的“大党史”工作

格局，形成党史工作新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