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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

和严峻考验。面对前所未知、突如其来、来势汹汹的疫情天灾，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果断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条，

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这些行动和经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借鉴与示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句震撼性的论断，揭示了中国抗疫的行

动密钥。而进一步究其所以然，探究人民至上的历史渊源、理论本源、制度根源和力量泉源，具有重大理

论和现实意义。

人民至上的历史渊源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行动铁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在自己的

第一个纲领中鲜明提出“党的根本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将自身从思想组织到政纲愿景都定位到劳动大

众。一大代表在闭会时高呼“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正是初心使命的直抒胸臆。自此，无论

经历何种艰难险阻、遭遇怎样高峰低谷，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

大任、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44年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作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从理

论上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

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毛泽东在《论

联合政府》中进一步阐明，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此后，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被写进了党章，“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守则，以

及每一位共产党员的政治义务。这条政治守则和政治义务，界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

2012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

共同期盼。当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重提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

期律的谈话。2013年 12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援引毛泽东同志“我

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的比喻，要求全党同志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2016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

会时，指出要“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2017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

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联组会，再次强调人民至上。

回顾历史，归结起来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概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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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人民至上的理念与初心，从历史深处延展至新时代，在这场世纪性抗疫斗争中得到检验与彰

显。



人民至上的理论本源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至上正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源，内嵌为中国共产党的价

值共识与行动自觉。

2018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鲜明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

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

类求解放。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

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

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

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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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民主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乃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

与文化，无不体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持续探索。在这一艰辛探索过程

中，我们一直在努力、现今仍然在持续推进、未来还要长期奋斗的，就是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之初心和使

命，就是秉承人民至上根本立场的不间断奋斗，就是“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守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彰显以人为本、人民至

上的价值取向。在这里，人民至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

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必然是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党团结带领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且，越是在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越

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的重要论述，深化了中国

共产党的人民观，进一步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进一步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

根本价值追求，进一步诠释了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至上论的新时代意蕴。

人民至上的制度根源

人民至上不是流于表面的口号与说教，而是根本的价值追求与本质特征。人民至上的制度根源，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扎根在强大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人民至上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经年坚

守的话语表达，更是日甚一日的鲜活实践。

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第五条即“坚持人民当家

作主”，系统概括体现人民至上的制度构成——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

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第二个就

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同时

还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十三个方面的重点任

务，其中第三条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这是关于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及其坚持和完善目标任务的系统概括。事实上，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三

个方面的“坚持和完善”，在不同角度为坚持人民至上提供了制度依托。

这样的制度体系，造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而眼前的中

国抗疫就是一次集中注解。在疫情防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

会议，以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会议、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等，听取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指导组汇报，

因时因势调整防控策略，对加强疫情防控、开展国际合作等进行全面部署。他在北京就社区防控、防疫科

研攻关等进行考察，亲临武汉一线视察指导，赴浙江、陕西、山西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考察调研。而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全国上下紧急行动，全力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抗击疫情。在

最艰难的时候，武汉的收治床位在几个星期内从 5000多张增加到 23000多张；火神山、雷神山两大专用医

院平地而起；便捷高效的方舱医院和隔离收治场所数日内遍布三镇；“一省包一市”，18万平方公里的湖

北大地，一夜之间出现“浙江荆门”“广东荆州”“江苏黄石”“山东黄冈”等，绘成一幅极其壮观且特

殊的地理版图。

人民至上的力量泉源

人民至上能够透过理念链接现实，透过先进组织的本质特性链接伟大社会革命，归根到底在于人民本

身。人民至上的力量泉源，就是浩浩荡荡的人民群众。

人民是历史的存在。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

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人民的构成既是延续的，也是在变化的。从工人、到工农，到各革命阶级，从

劳动者到更广大进步阶级阶层，中国共产党总体上在不断扩展丰富人民的内涵，壮大人民的阵营。在我们

党一大的初始时刻，将工人或工农劳动者视作人民的基本构成，而第二年的二大，即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

联合战线。此后多年，党一直在探索革命的动力或主体之结构构成。七大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

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到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结构差异的人民，在推动事业不断向前。

人民也是现实的存在。作为“新的伟大革命”的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更

新了人民的群体结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社

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

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样的主体构成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启新征程、取得新成就的动力主体和

力量泉源。

如果要寻找能够诠释人民至上力量泉源的鲜活案例，这几个月的中国抗疫实践就恰如其分。无论是在

繁杂重复的日常生活还是在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无论是默默无闻的居家群众还是高光闪亮的“逆行者”



英雄，都在诠释人民的力量。中国抗疫斗争的最大底气和力量源泉是人民。过去的几个月，14亿中国人民

都是抗击疫情的伟大战士。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抗疫大旗下，有殚精竭虑、运筹帷幄者，有无畏逆行、

前线忘我者，有夙兴夜寐、服务大众者，浩荡汇聚，共同筑起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