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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先进的理论既有其赖以产生的现实土壤，又有其发展完善的思想脉络。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时，重读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撰写的《之江新语》，就可以发现其中

一脉相承的人民情怀和历史担当，同根同源的文化自信和科学思维。

不变的人民情怀铸造鲜明的理论品格。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真挚的人民情怀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理论特征。在执政理念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在奋斗目标上，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依靠力量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工作方法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密切党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在精神动力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扬伟

大民族精神，形成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力量；在评判标准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

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

失的根本标准，等等。习近平总书记人民情怀的实践源泉可以追溯到在梁家河度过的知青岁月，但系统清

晰的理论表达却是在《之江新语》。他指出：“凡是为民造福的事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一个党员，

如果与群众的距离远了，就与党拉开了距离；心中没有群众，就不配再做共产党员。”“把智慧奉献于人

民、力量根植于人民、情感融解于人民。”在《树立五种崇高情感》一文中，他更是明确提出要培养和增

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就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情怀感、雷锋同志的幸福感、孔繁森同志的境界感、郑

培民同志的责任感、钱学森同志的光荣感。这五种崇高情感都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生动写照，我们从中

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坚守人民立场、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来有源、

愈加鲜明的理论品格。

一贯的历史担当彰显强烈的使命责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满对民族命运、人民幸

福、党的前途的历史担当，这种彰显着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担当在《之江新语》中随处可见。“每一个

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我们从中找到了“不能

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的注解；“‘功成不必在我’，要甘于做铺

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我们从中发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定力；“做任

何一项工作，我们不能浅尝辄止、虎头蛇尾，而要真抓实干、善作善成”，我们从中听到了“要发扬钉钉

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的原声；“抓落实就好

比在墙上敲钉子”，我们从中看到了“发扬钉钉子精神”的起笔；“困难是一道坎，是一道分水岭。就像

鲤鱼跳龙门，跳过去就是一片新天地，进入一种新境界”，我们从中领悟了与“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

滩”同样的妙喻哲思。这种担当体现出直面问题的导向，昭示着无私无畏的勇气。《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一文指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只有立足于时代去

倾听这些特定的时代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号角。”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

会上重申要“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

醒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再次回应了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显示了不断回答时代和实

践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的胆识。

坚定的文化自信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之江新语》充满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首先表现在对文



化建设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认知上。写于 2005年的《文化是灵魂》一文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

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

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蕴含了“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的深刻思想。“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

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这正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理论先声。他还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

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他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理念、培育的精神，在《文

化育和谐》一文中指出，“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

的一种文化理念。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关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

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关于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论述，在《之江新语》中是有迹可循的。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

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指出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进一步阐述了中华文明、民族精神与坚定“四个自信”的渊源。这种

文化自信，还表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具有独具魅力的语言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运用中国优秀诗词、寓言传说、格言警句、成语典故、历史

故事来生动形象地阐述思想，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故事“第一主讲人”。在《之江新语》中，他引用孔子、

庄子、孟子、刘邦、范仲淹、陆游、杨万里、郑板桥、顾炎武等先贤的诗词或哲语，用曹冲称象、钱俶进

宝犀带、明成祖迁都、清朝塘官守钱塘大堤等故事来印证观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文本中，这样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比比皆是。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也是

文化底蕴的厚积薄发，更是文化自信的坚定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