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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逻辑阐释∗

秦 书 生　 　 　 何 彦 彦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共产党

人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生成的逻辑依据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本质属性、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以及对现阶段党情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回应。 习近平对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坚定理想信念、共产党人怎样坚定理想信念的科学回答是这一论

述的逻辑展开。 引导全党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作为一条逻辑主线贯穿于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

全部内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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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信念决定着共产党人的思想高度、精神境

界与行为指向。 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定与否直接

决定着党的兴衰成败。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思想

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过去的一百年里正是因为

有一批又一批理想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人民创造出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共产党人要坚定理想信念，并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共产党人坚

定理想信念的思想体系。 这一思想体系逻辑结构严

谨，整个理论体系有着清晰的逻辑脉络。

一、逻辑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本质属性、历史经验与新时代党情要求

　 　 习近平对共产党人要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逻辑

依据，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奠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又是基于对党百年奋斗历史经

验的深刻总结、对现阶段党情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回应。
１．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

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石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

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１］ 。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石。 马

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指明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

发展趋势，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科学论

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无产阶级革命者

坚守理想信念，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握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认清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

胜利的客观趋势，为建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

合体而努力奋斗。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中国共

产党早期建立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宝贵

资源。 因此，强调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是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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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的坚持与遵循。
２．本质属性：坚定理想信念是保持党的纯洁性

和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靠理想

信念的引领” ［２］１４０－１４１，“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就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３］９。 党的事业要

依托在个体身上，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是保持党

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根本性要求，是推进党的各项

建设顺利开展的基础性工作。
纯洁性和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但

是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
在复杂的执政环境下存在着诸多弱化党的纯洁性、
阻碍党的先进性的因素。 组织由个人构成，共产党

人能否坚定理想信念，是党能否保持纯洁性和先进

性的关键。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形象和威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

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

的命运。” ［４］党的纯洁性程度决定着党的凝聚力能

否不断增强、战斗力能否全部发挥、创造力能否有效

提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前提。
保持党的纯洁，就是要保持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纯

洁，其中“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 ［５］ 。
共产党员只有保持坚定的信仰，才能为思想、组织和

作风纯洁提供精神源泉，才能带着崇高的神圣感和

使命感投入工作，避免以一己私利玷污党的纯洁性。
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党的先进性体现

在要走在人民前列、走在历史和时代潮流的前列。
走在人民前列就是要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

人只有在思想上认识先进，对理想信念有更深刻的

理解和把握，才能作为先锋模范引领人民群众；共产

党人走在历史和时代潮流的前列就是要担负起历史

使命，引领社会发展方向。 共产党人有坚定的理想

信念，才能在历史洪流中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无视诱

惑的决心，整个党才能在思想和步调上统一，完成肩

负的历史责任。 因此，要持久地保持党的纯洁性与

先进性，就需要将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作为一

个长期实践的课题。
３．历史经验：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

斗取得重大成就的精神法宝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之源是共同的理想信

念。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

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

党。” ［６］２０ 世纪初期，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毛泽

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探索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共一大召开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了《中国

共产党宣言》，把党员称作“共产主义者”，并提出了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 这

就是要建立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党的一大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通过

了《中国共产党党纲》，提出要宣传共产主义。 作为

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寻求挽救中国的道路。
因此，共同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早期共产党人走到

一起的前提，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忠诚

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精神支柱。
理想信念还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各个阶段的奋

斗历程。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

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

崇高追求。” ［２］３４７理想信念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不

同阶段的历史任务提供了方向指引。 革命战争时

期，远大理想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原则与立场的

底气，在历史考验中做出正确抉择。 毛泽东指出：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

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 ［７］１８４中国共产党人在

这一过程中依据实际需要制定最高和最低革命纲

领、主动同国民党建立合作统一战线，是为了追求民

族和人民的利益，同时也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
面对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一些人认为共产党人只有放

弃共产主义转向三民主义信仰才能达成合作的提

议，周恩来在 １９３７ 年写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

提到，同国民党谈判要遵从的第一条方针就是“可
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

地” ［７］５４。 在革命战争年代，坚守信仰是判断一个

共产党员立场的首要标准。 陈云 １９３９ 年在《怎样做

一个共产党员》中指出：“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

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

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

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 ［８］ 他认为哪怕是为了

暂时的策略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下反对共产主义信

仰的自首书，也是丢掉了共产主义者应有的原则和

立场。 事实证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精神法宝。
在探索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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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中吸取了建设好社会主义

事业的力量源泉，给人民交上了满意的时代答卷。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建立

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任

务。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任务困难重重，
但“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９］ 的强大信念

使共产党人从未放弃前进的脚步。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党
中央提出要有步骤地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 １９５６ 年

我国基本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

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了。 改革开

放后，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江泽民指

出：“共产党员在执行现行政策、特别是在发展社会

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决不能对共产主义的理想、
信念和道德有丝毫动摇，决不能忽视提高自己抵制

剥削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

力。” ［１０］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如果缺乏理想

信念的指引，就没有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就很容易

走歪路、走邪路；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抵制资产

阶级自由化，才能在颜色革命中保持定力。 在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

样传承着建党时的崇高理想，完成着各自时代的任

务，以坚定的信念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诱惑的考验。
４．现实要求：对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现实情

况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回应

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是对现阶

段部分共产党员出现信仰危机的科学回应。 习近平

指出：“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１１］ 从国际环境来说，
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西方国家包装资本主义政

治制度、政党制度、西方话语，企图“西化”“分化”社
会主义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一定的冲击

与挑战，致使个别党员动摇理想信念，失去立场方

向，对“两个必然”产生怀疑，甚至认同西方价值观

念与社会制度，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共产主义

理想的可实现性、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从国内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来说，社会经济成分、分配

方式、资源配置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利益关系

调整造成思想文化的交互激荡，不可避免地对个人

的精神追求产生影响。 个别党员受到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的侵蚀，心
为物役，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停滞不前。 从党情变化

来说，党员构成呈现年轻化趋势，新一代共产党员在

相对安逸舒适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对于老一辈革命

者的奋斗经历缺乏情感共鸣，理想信念教育对于部

分党员来说变成了形式主义，甚至产生抵触、逆反心

理，不清楚该信仰什么、如何信仰。
由此可见，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确存在个别共产党

员信仰弱化的事实，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将会对党

和人民产生重大危害。 习近平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坚

定理想信念，正是基于对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现实

情况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回应。

二、逻辑展开：对新时代共产党人
坚定理想信念的科学回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定理想

信念展开诸多论述，构成了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是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
的逻辑架构展开的，构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是对新

时代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科学回答。
１．“本体论”：对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的

深刻回答

习近平对“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的“本
体论”进行了阐释，对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刻回

答。 习近平在提及理想信念的具体内容时，说得最

多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

信念，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最核心的部分。
第一，要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中

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１］ 。 信仰马克思主义

就是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崇高性与

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是对自然、社会和

人类思维发展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

具有真理性，它站在时代前沿，能够经得起时代变化

发展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具有崇高性，它以人民至上

作为政治立场，为人类寻求自由解放的发展道路；马
克思主义具有现实性，它从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为
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指引了方向。 时至今日，中国共

产党创造的伟大奇迹已经充分彰显出了马克思主义

的这些特征。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

仰，不是神化马克思主义，而是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

义对党和人民命运的至关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信仰

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源头。 共产党人要坚持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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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觉将其转化为实践活动。
第二，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是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 ［１２］１４２。 共产主义不仅

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一种美好的社会形态，而且

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 共

产主义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建立一个没有

阶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人类解放的社

会。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

性，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精神特质，是共产党人

的灵魂命脉和精神支柱，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人

的最醒目的标志。 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从成

立起就确定的远大理想，是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决定了共产

党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决定了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必然性。 习近平严肃批评了在个别

党员干部中因理想信念不牢固而出现的“共产主义

虚无缥缈”论，他说：“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

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

固。” ［１３］他多次强调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时就确立的远大理想，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是漫

长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要为实现共产主义

理想肩负起自己的使命。
第三，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要保持必胜信念” ［１２］１４３。 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现存历史为基础的、分阶段发

展的社会。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建设共产主

义。 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也就向共产主义迈

进一步、接近一步。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社会主

义信念，就是要坚信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

性。 回顾中国近代的发展历史，在资本主义道路走

不通、各种主义不奏效的困境面前，是社会主义救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国

家的境况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惊人

成就。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就是要有

充分的道路和制度自信，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把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继续推进。
２．“功能论”：对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坚定理想信

念的深入分析

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回答“共产党人为

什么要坚定理想信念”的课题，只有深刻认识到共

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功能，才能更好地坚定理想

信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漫长，理想信

念为我们提供不竭动力。 理想信念出了问题，就会

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的事业。
习近平对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坚定理想信念做出

深入回答。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会议上以“政治灵魂”“精神支柱”“安身

立命的根本”“钙”来强调理想信念对共产党人的重

要性。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研讨班上强调，革命理想支撑一代又一代中国

共产党人不懈追求、持续努力，理想信念是否坚定决

定共产党员的站位、眼界、心胸，从而决定能否在大

是大非面前抵御腐朽思想、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习近平在谈如何选拔和培养党和人民

需要的好干部时，将理想信念的坚定作为好干部的

第一位标准，强调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干部，才是靠

得住、信得过、能放心的干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习
近平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民主生活会时指出，理想

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本，把这个本立好，我们党的道

路、理论、体系、制度才能理得清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

将思想问题比喻成“总开关”问题。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理想信念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本，马克思主义政党放弃了这个本

就会土崩瓦解。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习近平在江西调研考

察时将理想信念比作“照路灯”“把航舵”。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习近平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将理想信念称为党员干部的“压舱石”，强调从严治

党要以思想教育为根本抓手。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习近

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理想信念是“灯
塔”，决定我们的方向、立场、言论、行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再

次指出理想信念的支柱和灵魂地位。 我们党之所以

要不断地强调理想信念问题，就是因为，只有以马克

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立根固

本，才能从源头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保

证党在岁月磨砺中不变质。
３．“方法论”：对共产党人怎样坚定理想信念的

深刻阐述

“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加强学习。” ［２］４２１习近平

立足于新时代党情新特点，多次阐述了共产党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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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想信念的“方法论”，提出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

信念的实践要求。
第一，共产党人要通过深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以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的坚

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 ［３］８２共产党人对马克思

主义、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深刻的理论理

解与高度的理论认同，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与共同

理想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立场、方
向、原则、道路上服从党中央，提升政治担当，永葆政

治本色。 习近平多次强调共产党人深刻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以坚定理想信念。 共产党人要对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反复研读、深入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

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坚持运用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共产

党人要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并自

觉把这些学习成果转化到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中去，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
第二，共产党人要通过历史学习深刻把握历史

规律以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多次指出共产党人要

学习历史、了解历史。 历史是百科全书，记载着一个

民族的盛衰兴亡；历史是镜子，从历史中我们可以总

结经验、吸取教训。 共产党人要学习中华民族五千

年的历史。 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文

明，贡献了开创历史的科技成果，产生了熠熠生辉的

文化思想，孕育了规范行为的传统美德，形成了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今天中国人以

坚定的文化自信面对困难挑战的底气。 共产党人要

学习中国近代史。 近代中国曾在列强侵略和封建王

朝统治下面临严重生存危机，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

不挠的斗争，走过了艰难坎坷的道路，最终为国家和

民族找到了出路，实现了救亡图存、重新振兴，这种

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奋发向上、永不言败的精

神支撑。 共产党人要学习党的历史。 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从一个只有几十名党员的组织成长为世界第

一大执政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奋斗、创造，取得了

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不断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靠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远大理想

最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共产党人要学习改革开放

史。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各

个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人民的物质和精神

生活都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断显

现出来，这是共产党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必然性的最好证明。 历史是营养剂，从历史中我们

可以汲取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 共产党人要通过学

习历史，深刻把握历史规律，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趋

势，从而坚定理想信念。
第三，共产党人要通过加强道德修养以坚定理

想信念。 道德既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内化，也是

外显。 高尚的道德助推理想信念生根发芽，败坏的

道德妨碍理想信念发挥作用。 习近平多次强调共产

党人要加强道德修养，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共产党人首先要明大德，要对党忠诚，永不叛党，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坚守政治道德，
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对得起自己的共产党员身

份；共产党人要守公德，不仅要守一般的公民道德规

范，更要践行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时刻以

人民公仆的身份要求自己；共产党人要严私德，不仅

要自我约束、自我修炼，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还要

注意家风建设，防止身边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做出违

法违规的行为。
第四，共产党人要通过向榜样学习以坚定理想

信念。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讲述毛泽东、邓小平等老

一辈革命领袖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终生的故事；讲
述邱少云、董存瑞等革命烈士胸怀国家、不畏牺牲的

故事；讲述红军战士不怕困难、坚持到底取得长征胜

利的故事；讲述焦裕禄等人民的好干部心中有党、一
心为民的故事；讲述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的故事。 新

时代共产党人要自觉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
命先烈、党员干部先锋模范、行业模范、道德模范等

学习，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价值追求、崇高精神，不
断修正自己，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投入工作生活当中。

第五，共产党人要通过向人民群众学习以坚定

理想信念。 习近平指出：“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
扑下 身 子， 接 地 气、 通 下 情， ‘ 身 入 ’ 更 要 ‘ 心

至’。” ［３］２２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

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为了人民的梦，
也是需要通过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完成的梦。 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

基础上的，向人民群众学习才能获得坚定理想信念

的力量源泉。 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人民群众当中，
学习人民群众在伟大创造中积累的经验、产生的智

慧、培育的精神，从中获取坚定理想信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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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逻辑主线：引导全党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习近平在 ２０２２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对年轻干部明确提出“筑牢理

想信念根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绩观，练就过硬本领，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 ［１４］ 的要求，勉励年轻干部“追求高尚

纯粹的思想境界，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献” ［１４］ 。
共产党人只有筑牢理想信念的根基，才能够在艰难

险阻、风险挑战面前勇往直前，奋发有为。 理想信念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方向上的价值引

领。 引导全党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作为一条逻辑主

线贯穿于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

全部内容之中。 按照这条主线，才能科学把握习近

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精神实质。
１．教育引导：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

设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引导全

党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习近平指出：“要把坚定理

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 ［１５］思想建

设就是要向党员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固本培元，引导全体党

员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自觉担负起历史使命，党员理想信念坚定与否是衡

量党的思想建设成效最根本的指标。 进入新时代以

来，党中央多次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全党筑牢理

想信念根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全

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这次活动的主

要任务是加强作风建设，解决损害党同人民群众关

系的“四风”问题，实质上是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

育。 习近平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说到底，是与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牢固

联系在一起的。” ［１６］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金钱权力

的诱惑，犯下严重的作风问题，究其原因是精神层面

信仰迷茫，忘记初心，脱离群众。 因此，抓作风建设

就是以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为重点，整顿党员干

部身上表现出来的伤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不良作风，
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 实践证明，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对党员干

部提高思想、改变作风、拉近党群关系起到了积极作

用，补足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之钙，坚定了新时代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２０１５ 年开始党中央针对党员干部开展了“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活动。 “三严”是指要严以修身，追
求崇高理想、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要严以用权，树
立正确的权力观，不以权谋私；要严以律己，对人民、
对党、对法律有所敬畏，严守底线。 “三实”是指谋

事要实，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创业要

实，要扎扎实实做出一番无愧人民的事业；做人要

实，要踏实、老实、忠实。 “三严三实”提出了党员领

导干部需要锤炼的政治品德和承担的政治职责，着
重解决了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为官不正、为官

不为的问题，对党员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党中央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党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干

部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 ［２］２２３，解决一些党员

干部表现出来的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不以为然、缺
乏信仰与信心的问题。 “两学”为党员干部坚定理

想信念打好理论基础，“一做”就是要做合格党员，
自觉将理想信念转化到实践中去，“把理想信念时

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 ［２］２２５，做“四讲四有”的
合格党员。 这次学习教育活动对党员坚定理想信念

提出了“学”和“做”两方面的要求，推动了新时代共

产党人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党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战略部署。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开始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牢记为中华民族

复兴而奋斗的使命。 这次活动对党员的理论水平、
思想高度、道德修养、工作能力等都提出了新的具体

要求。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信

仰之基更加牢固、精神之钙更加充足” ［１７］ 。
２．标准导向：提出衡量标准以引领全党筑牢理

想信念

习近平一再强调党员干部要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并将

这些要求上升到检验标准的高度。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两次就和平年代共产党人是否坚定理想信念提出衡

量标准。 这些标准可以大致概括为政治标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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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标准、工作标准、作风标准、思想境界标准五个方

面，为共产党员判断自身是否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提

供了一面镜子。 习近平提出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

的检验标准，有助于进一步引导全党筑牢理想信念

根基。
第一，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的政治标准是指能否

保持对党忠诚，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能否保持政治

定力。 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党员干部应当自觉遵守党

章和党的政治纪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
经验、要求，守好政治方向、立场、言论、行为的规矩；
应当树立对党忠诚意识，牢记党员身份，任何时候都

把党放在最高位置，不以个人一己私利损害党的利

益；应当强化自身的组织意识，相信、依靠、服从组

织，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响应党的号召，照办党的决

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应当增强立场意识，维
护党的权威与形象，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大是大非

面前第一时间表明立场，同身边的反动言论坚决斗

争，弘扬正能量风气、抵制歪风邪气。
第二，共产党员的人民性标准是指能否坚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理想信念只有通过

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实践运动，才能转

化为现实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从人民中间走出

来、依靠人民力量、为了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始终以

群众史观作为理论基础，正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

作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中国

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

上鲜明地写在了旗帜上，并围绕人民群众利益来提

出和推进新思想新战略［１８］ 。 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

产党员应当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的利益当作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用心关注群众的所思、所
需、所盼，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可能地为群众谋利

益，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各方面实际问题，把实

现、维护、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根本价

值追求。
第三，共产党员的作风标准是指能否经得起金

钱、权力等的诱惑。 党员干部只有将坚定的理想信

念内化于心，才能忠诚于党和人民，保持高尚品格、
廉洁操守，端正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 有坚定理想

信念的共产党员应当严格做人准则，守住道德底线，
提升道德操守，自我修炼、约束、塑造，远离一些低级

趣味，追求高尚情操；应当及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不以恶小而为之，保持谨慎，心存敬畏；应当保持

廉洁操守，自觉拒腐防变，警惕不当诱惑，摒弃特权

思想，永葆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
第四，共产党员的工作标准是指对工作是否极

端负责。 中国共产党是以先进性为特征的党，共产

党人应当业勤业精、奋发有为，在工作岗位上起带头

作用。 思想深度决定人的行为表现，理想信念坚定

的共产党员才能树立起正确的事业观，创造出无愧

于党和人民的实绩。 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应

当自觉、主动、终身学习专业知识，不断加强实践锻

炼，以极高的专业能力投入本职工作当中，以高质量

的工作效果为社会创造效益；应当提高工作积极性，
满腔热情、意气风发，不以维持四平八稳的工作状态

为目标；应当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踏实肯干、求真务

实、勤勉敬业，有耐下心来做出成绩的韧劲。
第五，共产党员的思想境界标准是指能否吃苦

在前、享乐在后，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第一个站出

来。 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就要有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的觉悟。 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应当有大

局意识，不沉迷于低级享乐，在集体需要的时候毫不

犹豫地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应当有功成

不必在我的境界，看淡个人名誉利益，一心为公；应
当有责任意识，勇于主动担当、直面矛盾、迎难而上，
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成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

３．坚贞不渝：共产党人筑牢理想信念才能面对

风险挑战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弱小走向强大、由稚嫩

走向成熟，于濒临绝境中力挽狂澜，在历经磨难后浴

火重生，在于其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百折

不挠，坚持不懈，英勇奋斗。 习近平指出：“在我们

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

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

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 ［３］１７３中国共产党从

诞生那一刻起就将马克思主义真理写在自己的旗帜

上，以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作为矢志不渝的奋

斗目标［１９］ 。 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既是中

国共产党出发的初心，也是要完成的使命。 几代中

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不怕困难，不怕曲

折，坚持不懈为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而奋

斗。 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党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为坚定理想信念不懈奋斗的历史。 这部

理想信念的发展史、传承史，是在中国共产党历经近

７

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逻辑阐释



百年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完善和提升的宝贵精

神财富。
习近平指出：“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阵子而是

一辈子的事，要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无论顺境逆境

都坚贞不渝，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 ［１４］ 对每一

个共产党人来说，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和考验。 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要克服急功

近利的心态，要自觉地树立起终身坚守的理念，不断

地磨砺和坚定自己的信仰意志，不断地升华自己的

思想境界，勇于担当风险，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

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共产党人要在守初心

担使命中、在勇于担当中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为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

奋斗，向共产主义目标奋勇前进。
综上所述，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

的重要论述主题鲜明、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有着清

晰的逻辑结构，对于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
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推进党的建设有着重要

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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