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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岁末，北京中南海。

中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

主生活会上，一份重要报告——《关于

2021 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

情况的报告》摆在与会同志案头。

“我们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顽瘴痼疾，建立基层减负常态化机

制，激发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经过坚持不懈努力，党风政风焕

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务 实 中 肯 的 评 价 ，充 分 体 现 出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驰而不息

抓作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丰

硕成果。

一年来，党中央一系列部署举措为

基层干部减负、为治理能力增效，成果

不断惠及人民群众。绵绵用力、久久为

功，集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积极

成效不断彰显，汇聚起全党上下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伟力。

身先示范、一以贯之——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
减负工作高度重视

2021 年 12 月，北京京西宾馆，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从改厕这样一件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

实事谈到形式主义之弊——

“全国气候生态环境千差万别，经

济生活水平也是千差万别，怎么能用一

种改厕方法？一些地方浮皮潦草、浮光

掠影，造成大量厕所存在严重问题，所

以我多次作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的

话语，振聋发聩。

其中，有两份批示时隔不久。一份

严肃告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扶贫

和乡村振兴的最大危害，切勿死灰复

燃。”另一份谆谆嘱咐：“求好不求快，坚

决反对劳民伤财、搞形式摆样子。”

人们清晰记得，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

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决反对大

而化之、撒胡椒面，坚决反对搞不符合

实际的‘面子工程’，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把一切工作都落实到为

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

从年初到年终，从部署到批示，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记挂在心。

2021 年，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不平

凡的一年。

大事喜事不断——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新征程……

风险挑战严峻——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交织影响，国内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

越是任务艰巨，越是挑战频出，就

越需要以过硬的作风保驾护航，就越需

要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整治形式主义，维

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

基层落地生根。

政 治 上 的 坚 定 ，来 源 于 理 论 上 的

清醒。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中央

重要会议上，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为基层减负作出重要论述。

2021 年 1 月 22 日，在十九届中央纪

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毫不妥协，全面

检视、靶向纠治，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

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督促

全党担当尽责、干事创业。”

一个月后，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决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为基层减负。

要防止为完成任务应付了事，出现‘人

在心不在’等现象，防止照本宣科，防止

为了博眼球信口开河。”

…………

举旗定向，掷地有声。

一 系 列 重 要 论 述 ，彰 显 了 习 近 平

总书记对作风建设的高度重视，对形式

主义弊病的明察秋毫；体现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纠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推动基层减负

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地方考察，是了解基层实际、倾听

群众心声的重要窗口。

2021 年 2 月 3 日，农历立春。沿着

蜿 蜒 曲 折 的 山 路 ，越 过 一 道 道 山 梁 、

绕过一道道弯，在贵州看望慰问各族

干 部 群 众 的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到 深 山

大 江 边 的 毕 节 市 黔 西 县 新 仁 苗 族 乡

化屋村。

在苗族村民家，从客厅、厨房到卫

生间，习近平总书记看得十分仔细。

看得仔细，更问得细致。

家里有多少地、都种些什么、在哪

里打工、收入多少、孩子上学要不要交

学费、将来有什么打算……聊家常中，

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询问，从中了解当地

相关情况。

看民生、察生态、观文化、进社区、

问党建……习近平总书记在紧密的行

程中，深入人民群众，同人民在一起，身

先示范，为全党就如何弘扬务实作风，

深入调查研究作出表率。

一年来，不论是出席重要会议还是

深入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对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视一以贯之——

和干部谈心，总书记叮嘱：“要坚持

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

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

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

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

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

论管理体制，总书记强调：“各类应

景性、应酬性活动少一点科技人员参

加，不会带来什么损失！决不能让科技

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无谓的迎来

送往活动上，花在不必要的评审评价活

动上，花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

活动上！”

问基层冷暖，考察中，工资收入、住

房就医、子女入学、退休安置，一项项，

一桩桩，总书记叮嘱得仔细，就是为了

让基层干部解除后顾之忧，谱写新时代

的奋斗之歌。

春风化雨，情暖基层。

基层干部纷纷表示：“现在有了更

多时间去服务群众，在拉近干群关系中

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家

对党更加信赖，党中央关于民生的部署

很快能落实，基层干部赶上了干事创业

的好时代。” （下转第四版）

减负增效强基层 轻装奋进新时代
—2021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纪实

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1 月 13 日在中南海紫光阁

应约同越南总理范明政通电话。

两国总理互致新年问候和新春祝

福。李克强说，中越山水相连，拥有广泛

共同利益。过去一年，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同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

通电话，巩固了双方战略互信，推动双

边关系稳定健康发展。新的一年，中方

愿同越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各领域交

往，继续开展防控疫情合作，妥善管控

分歧，让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

断向前发展。经贸合作是两国合作的

重要领域，双边贸易去年取得可喜进

展。中方愿为越南优质农产品输华通

关提供更多便利。

李克强指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今年年初如期生效，有

助于促进区域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推动

贸易投资扩容升级、维护产业链供应链

安 全 稳 定 。 中 方 愿 同 越 方 以 及 其 他

RCEP 成 员 国 一 道 携 手 推 动 RCEP 有

效实施，推进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更好造福地区各国人民。

范明政祝贺中国顺利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表示中国是越南的特殊伙

伴，推动越中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是越外交

头等优先。越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中国发展强大、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

发挥更大作用，支持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冬

奥会。越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两党两国

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提升各领域合作质

量，开展紧密有效的防疫合作，提高边境

口岸通关效率，加强多边领域协调配合，

妥善处理分歧，推动越中关系不断深化。

何立峰出席上述活动。

李克强同越南总理范明政通电话时强调

以 RCEP 如 期 生 效 实 施 为 契 机
推进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国 家

副主席王岐山 13 日在钓鱼台国宾馆视

频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

王岐山表示，在两国元首定向把舵

之下，中法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势头。中方始终视法国为全面战略伙

伴，愿同法方一道，继续沿着两国元首指

明的道路，共同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可持

续发展作出贡献。“和而不同”是欧盟建

设的一条成功经验，也应成为中欧关系

的指导原则。中方愿同欧盟秉持相互尊

重、开放合作原则，打造实实在在的“合

作双行路”，助力双方实现共同繁荣。法

国今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希

望法方引领欧盟坚持正确对华认知，独

立自主地发展对华关系、开展对华合

作，为中欧关系发展打上积极烙印。

博 纳 表 示 ，法 方 高 度 重 视 法 中 关

系，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

通，也愿为推动欧中建立双赢合作关系

发挥建设性作用。

王岐山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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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上的几孔窑洞，在百年党史上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陕北考察结束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再次讲述了发生

在延安窑洞里、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未来走向

的一场对话。

1945 年夏天，民主人士黄炎培应邀走进

毛泽东同志的窑洞。彼时，距离 1840 年鸦片

战争已过百年，一个年仅 24 岁的政党却改变

了黑暗中跋涉已久的民族车辙。在纷至沓来

的惊叹和赞誉声中，面对这位正带领中国共

产党屡创奇迹的领袖，黄炎培先生坦率地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

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

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

见毛泽东同志听得专注，他继续说道：

“大凡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

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

死中觅取一生。继而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

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

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

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

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闻一席肺腑之言，毛泽东同志略作沉

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

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只

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

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举重若轻的气魄，决胜千里的远见，就在

这里生动定义了中国共产党和她所植根的人

民之间的历史坐标。

时光倏忽，70 多年之后的今天已是换了

人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会场，在党的第

三个历史决议即将出炉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深思熟虑地指出：

“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

是自我革命。”“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

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

底气所在。”

2022 年 1 月 11 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总书记给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上的“新年第一课”。当再一次

讲到“窑洞之问”，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

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

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两个答案，跨越了一个政党从弱小到强

大、从九死一生到蓬勃兴盛的漫漫岁月长河。

从探寻党和人民的关系，到将目光同时放到党的自身、反求诸

己，一脉相承的，是走好“赶考”之路的清醒坚定，是走得再远

都不会忘记的初心使命和历史自信。

在深山朗月、灯光如豆的窑洞，在硝烟弥漫、艰苦卓绝的

战场，在肩挑背扛、号子声震天的建设工地，在敢为人先、“效

率就是生命”的改革开放前沿，在摆脱贫困的村庄，在绿水青

山的家园，在欣欣向荣、锦绣繁华的中国大地上……有“窑洞

之问”的答案。那是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用行动写下的一

字字、一行行、一页页的答案。

是的，“窑洞之问”的答卷人，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百年来的中国共产党

人。辈辈传承、代代奋斗，以磅礴力量铸就了一个政党的蓬勃

生机和一个国家的昂然屹立。

读懂今日之中国，需要读懂中国共产党。从“曙光就在前

头”的眺望，到“百年成就，百年经验”的回望，有一种传承，有

一份坚守，有照亮未来中国的希望。

一个“始终居安思危”的党：

“‘赶考’远未结束”

对问题本身的不懈思索，也昭示着答案。

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漫长岁月里，国歌

中有这么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那是在擘画新中国蓝图的 1949 年，在选《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代国歌时，曾有声音认为，既然胜利了，是否应该改一下

歌词。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却坚持保留歌词原貌，提醒人

们“安不忘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这一年早些时候，历经艰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

胜利已成定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同志

提出“两个务必”，令欢呼胜利的共产党人警醒。

简朴的会场，闪耀着照亮漫漫长路的思想光芒。“务必使

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

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重温，

2013 年在西柏坡同干部群众座谈时说：“要跳出‘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

个务必’。”

同 一 时 期 ，还 有 一 句 亦 是 党 史 上 的 经

典：“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就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在党中央

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同志意味

深长地说。对即将诞生的政权长治久安的

忧思，为即将走上历史新舞台的共产党人赋

予了一种新的姿态。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

今天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然而，“党面临

的‘赶考’远未结束。”“想一帆风顺推进我们

的事业，想顺顺当当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那是不可能的。”

1990 年秋天，“忧患意识”一词首次在党

的文件中出现。到了党的十八大之后，这一

词语出现频率之高，令人感叹。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

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

个重大原则”。

及至“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建议起草阶段，总书记亲自敲定设置专章对

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战略部署，因为“我们

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与

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的赞誉声一道而来

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

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一次又一次告诫广大党

员，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

危险”。在 2018 年年初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他逐一列举了 8 个方

面 16 个具体风险，其中就提到“如果发生非

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我们怎么办？”

至 于“ 四 种 危 险 ”之 一“ 能 力 不 足 的 危

险”，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我

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

不 是 政 治 恐 慌 ，而 是 本 领 恐 慌 。 党 的 十 八

大 之 后 ，习近平总书记如此阐释中央政治

局定期集体学习的重要性：“知识、科技日新

月异。我们如果闭目塞听 3 个月，恐怕会落

后世界一大截。”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他再次谈到本领

恐慌：“其中最根本的本领不足是理论素养

不够”。

爬坡难，涉险滩难，过深水区难。习近平

总书记精准定位了今日中国的方位：“我们

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

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

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

从一粒米，思虑“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的战略安全，警示：

“越是有粮食吃，越要想到没粮食的时候。”

从一滴水，看到“民生为上、治水为要”的百姓诉求，这几年

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水安全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灰犀牛’。”

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在治理如此大的一个

国家的过程中，贯穿始终。

纵览百年党史，总有些“赶考”路，走过了回头看，才发现

曾经身处悬崖泥沼，遭遇惊涛骇浪。

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

中壮大，跨千山万水、过荆棘险滩，中国共产党“经千难而百折

不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总书记讲到最

后仍言忧患：“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

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

回到问题本身。思索“窑洞之问”，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人

看世界的丰富视角。

一个视角，是历史的长河；一个视角是全球的风云变幻。

大历史观、大世界观，铸就了治国理政的大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对历朝历代兴衰之因思考良多：“我经常讲

到历史周期率问题，这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

的宿命。”

向世界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面临的风险

挑战明显增多。总书记审时度势：“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各种

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

不切实际的。”

还有一个视角，是眺望远方的战略远见。

“‘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

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

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同志讲的这种领

导，就是战略领导。”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

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重视战略策略问题”。

去年在陕北，窑洞墙上的一句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

命”，令总书记印象深刻，并由此想到：“《甲申三百年祭》这本

书，毛主席是什么时候让大家学的？”

一本评价李自成功过的历史书，彼时在重庆和延安遭遇

了两种待遇。一方弃若敝屣；另一方，毛泽东同志读了深受震

撼，将这本书列入整风学习文件之一。 （下转第二版）

﹃
窑
洞
之
问
﹄
的
答
卷
人

本
报
记
者

杜
尚
泽

刘
少
华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

局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

们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这次全

会决议对党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

中 心 任 务 带 动 全 局 工 作 作 了 全 面 分

析。”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分

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研究和把

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

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

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

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

反帝反封建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

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

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

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

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下转第二版）

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