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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必须坚持好、运用

好的立场观点方法。一个政党、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拥有科学理论思维，就拥

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核心能力；

拥有胸怀天下的情怀，就拥有了服务人

类、造福世界的广阔天地。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创造让

世界刮目相看的奇迹，为人类和平与发

展 的 崇 高 事 业 作 出 巨 大 贡 献 ，根 本在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思

想 的 科 学 指 引 ，在 于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领 导 全 党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坚 持 胸 怀 天

下 ，在 世 界 大 局 和 时 代 潮 流 中 把 握 中

国 发 展 的 前 进 方 向 、促 进 各 国 共 同 发

展 繁 荣 。 胸 怀 天 下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与 生 俱 来 的 崇 高 情 怀 ，是 新 时 代 中 国

共产党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立场

观点方法。

以世界眼光把握
中国发展和人类进步

中国人民是崇尚“世界大同，天下

一家”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致力于人

类 和 平 与 发 展 崇 高 事 业 的 伟 大 政 党 。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

谋大同。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

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

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

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宏阔的时空

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

刻命题，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同对

外开放、贡献人类相统一，与时代同步、

与世界同行，紧紧抓住时代发展机遇，

广泛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融

入世界中发展自身，在与各国互利合作

中贡献世界。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的不懈追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

追求。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

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

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

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拥抱世界、学习

世界、贡献世界。新时代，我们党更好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构建新发

展格局，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

国 与 世 界 更 加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 ，为 推

动 全 球 共 同 发 展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安 宁

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

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造福中

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为人类

对 现 代 化 道 路 的 探 索 作 出 重 要 贡 献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探 索 历 程 和 辉 煌 成

就 ，彰 显 了 我 们 党 始 终 把 自 身 发 展 寓

于 世 界 发 展 潮 流 之 中 、以 自 身 发 展 促

进 各 国 共 同 发 展 的 世 界 眼 光 和 天 下

情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

荣 也 需 要 中 国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

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的

路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谋幸福。”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

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拓展世界

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

起 来 ，把 中 国 发 展 与 世 界 发 展 联 系 起

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

益结合起来，在世界的宽广舞台上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努力以中国

式现代化的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

机 遇 、为 世 界 和 平 正 义 事 业 注 入 正 能

量，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

作出新贡献。

把握历史发展规
律和前进方向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

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有把握历史发

展规律和大势，顺势而为、主动作为，才

能更好前进。我们党善于洞察并科学

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推动革命、

建设、改革事业发展。抗日战争时期，

我们党把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势和

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最终带领

人民赢得抗战伟大胜利。新中国的成

立和巩固，也是顺应当时社会主义发展

壮大的时代潮流的产物。在时代主题

是和平与发展的科学判断基础上，我们

党 作 出 改 革 开 放 重 大 决 策 。 新 时 代 ，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的重要论断，

指引我国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

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

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

们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

局观、角色观，从历史风浪中

准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从

各种乱象中科学把握世界发

展大势，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险

挑战所惧，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不

懈奋斗。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虽然当今

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但从

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内在趋势、国际

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演进走势以及世界

各国人心所向的时代大势来看，世界发

展的大主题没有变，依然是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没有变，

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

主化将继续深入发展。只要我们既善

于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

又善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的变化，科学

分析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

互激荡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就能抓住并延

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能引

领和推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朝着正确方向演进。

坚持命运与共、
共同发展

在今天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各国

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在全球

网络中生存、在全球舞台上发展，相互

依 存 、相 互 联 动 ，共 存 一 体 。 习 近 平

总 书记指出：“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

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

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

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小船经不

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面对

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

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

一条出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

史发展进程的高度，着眼全人类的整体

利益，提出并不断丰富发展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人类的前途命运

所在。中国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走深走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时代需要

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从‘本国

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

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

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

作机遇。”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坚持合作

共赢，推动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出坚实步伐。要

实现共同发展，历史、文化、制度各异的

各国，应该彼此平等相待、互尊互鉴，互

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

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

汇合点。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为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提供

重要机制和平台。中国提出并积极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努力把“一带一路”

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创新 之 路、文 明 之 路 ，有 力 促 进 共

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并

推 动 落 实 全 球 发 展 倡 议 、全 球 安 全 倡

议、全球文明倡议，培育全球发展新动

能，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

局，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各国人民

相知相亲。举办进博会、消博会、服贸

会 ，与 世 界 共 享 中 国 机 遇 。 一 系 列 倡

议和行动，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为增

进 各 国 人 民 福 祉 注 入 动 力 和 活 力 ，正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天下情怀的

生动实践。

凝聚共建美好世
界的共识和力量

当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

字、治理赤字加重，全球性问题层出不

穷并愈发严峻。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

难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行动。价值引

领行动，共识推动合作。各国历史、文

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

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

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

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

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

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

全 人 类 共 同 价 值 具 体 地 、现 实 地 体 现

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以

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共建美好世界的

共 识 和 力 量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共 同 建 设 好 我 们 赖 以 生 存 的地球

家园。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 。”世 界 上 有 20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2500 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多样性和差

异 性 始 终 是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的 动 力 源

泉。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尊重和支持

各国人民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自主选

择，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让各具特色

的现代化事业共同汇聚成推动世界繁

荣进步的时代洪流。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

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倡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

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

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破解

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与各

国共同绘就现代化新图景。

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以大视野、大格局、大担当、大作为，

开辟出无比广阔的发展天地。秉承“天

下一家”理念和世界大同理想的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将继续坚守和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新征程上，携手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深刻把握坚持胸怀天下的科学内涵
林尚立

胸怀天下，是中国
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
崇高情怀，是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统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立场观点方
法。我们要坚持从我
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
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拓
展世界眼光，更好把国
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
一起来，在世界舞台上
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
发展空间，不断以中国
式现代化的新成就为
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
注入正能量。

内容提要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主题教育，要

在推动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走深走实上下功夫”。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 义 、二 十 一 世 纪 马 克 思

主义。在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上下

功 夫 ，要 求 党 员 、干 部 坚 持 原 原 本 本

学、认认真真悟，坚持多思多想、学深

悟 透 ，全 面 学 习 领 会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的 科 学 体 系 、精

髓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

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的高度自觉，

转 化 为 做 好 本 职 工 作 、推 动 事 业 发 展

的生动实践。

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

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

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

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

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要精读细读《习近平著作选

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专题摘编》等，深入了解思想脉络，

整体把握科学体系。在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时，要注重采取理论和实践、历

史和现实、当前和未来相结合的方法，把

学习贯彻这一思想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

来，同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

实践联系起来，深刻领悟这一思想的真

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不断增进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从这一

思想中汲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奋进之力。

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关系新时

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

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对于这些原创性的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我们要紧密联系国际国内

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新时代新征程党的

使命任务，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这就要求我们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刻把握

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只有做到知其然更

知 其 所 以 然 ，才 能 深 入 把 握 习 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

和真理性，深入把握其如何深刻改变中

国、影响世界，深入把握其对共产党执

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既 学 会 怎 么 看 又 掌 握 怎 么 办 。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怎么看、怎么

办，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

“桥或船”的问题，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

指 引 和 根 本 遵 循 。 在 推 动 学 习 贯 彻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走深走实上下功夫，就要在深入学习基

础上掌握精髓要义，在融会贯通基础上

自觉贯彻落实，在把握规律基础上更富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善于运用这一

思想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破解

工作难题，始终做到方向明确、头脑清

醒、应对有方、行动有力。自觉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矢”去射

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之“的”，加强前

瞻性思考、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真

正 把 理 论 武 装

成 果 转 化 为 实

实 在 在 的 工 作

成效。

（作者为四

川省社会科学

院院长）

在走深走实上下功夫

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杨 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

工作，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推

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办印发

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

案》，对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重

要要求，对全党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作出

明确部署。我们要深刻认识调查研究

的重要意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努力

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为破解改革

发展稳定难题出实招。

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重视

调查研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重要体现。恩格斯说：“不论在自然科

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

的事实出发”“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

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

去证明”。通过调查研究来掌握事实、

发现联系，才会产生科学认识、获得真

知灼见。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并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基础在于搞清

楚“实事”，就是了解实际、掌握实情；关

键在于“求是”，就是探求和掌握事物发

展的规律。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

挑战，迫切需要我们练好调查研究的基

本功，进而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

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形成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

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

查就没有决策权。”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

研究，始终坚持在掌握实情基础上进行

决策。从石库门到

天安门，从兴业路到

复兴路，新民主主义

革命道路、社会主义

革命道路、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开

辟和不断拓展，无不是以了解和掌握中

国具体国情为前提、为依据的。新征程

上，党员干部必须下更大功夫把调查研

究做深做实，更好服务科学决策。

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是脱离群众。”我们党要永葆马克思主

义政党本色，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必须

坚持群众路线这个我们党的生命线和

根本工作路线。加强调查研究，多到矛

盾问题集中的地方去，深入基层、走进

群众，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有助于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

要把群众路线贯彻到调查研究工作中，

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

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

总结出来，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

上，使调查研究既成为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过程，也成为密切联系群众、巩

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过程。

改进工作作风的有效切口。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

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

表。”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我们党要坚决

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全

党大兴调查研究是一个有效的工作突

破口，有利于推动全党弘扬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的作风。广大党员干部要在

调查研究中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

题、善于发现问题，真正把情况摸清、把

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把调查研究成

果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

效，以实际行动彰显为民务实的优良作

风；要扑下身子、放下架子开展调查研

究，做到接地气、通下情，真正和人民群

众打成一片，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
张 丽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在以

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以学正风，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新

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的明确要

求。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持续涵养廉洁奉公正气，

做 良 好 政 治 生 态 和 社 会 风 气 的 引 领 者 、营 造 者 、维

护者。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苦斗争环境中锻造了吃苦

耐劳、艰苦奋斗的优秀品格，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

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成为我们党在不同历史

时期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

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

以及“四个不纯”长期存在的现实和管党治党一度宽松

软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

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落

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则，

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认

识，为党长期执政、永葆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把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

承好发扬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

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作为一个在

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

候都不能掉以轻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

先垂范，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纠正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

特权行为，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经

过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氛 围 基 本 形 成 ，党 风 政 风 焕 然 一 新 ，社 风 民 风 持 续

向好。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

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以学正风，就是要通过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时刻

保持思想上的清醒和坚定，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

之钙、把稳 思 想 之 舵 ，为 涵 养 廉 洁 奉 公 正 气 打 牢 思

想 基 础 。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

着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

风操守的要求。党员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提升理

论修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思 想 凝 心 铸 魂 ，不 断 提 高 政 治 判 断 力 、政 治 领 悟

力、政治执行力。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

事业观，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

自觉接受监督、真诚对待监督。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保持对远大理

想和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同时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共产党人清正

廉洁政治本色。

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以学正风，必须学深悟透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用实际行动坚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厚植

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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