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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国之大者国之大者”，”，习近平这样说习近平这样说
“国之大者”，事关人民幸福，事关民

族复兴，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去年 4

月，在陕西考察期间谈到秦岭违建带来的

深刻教训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提“国之大

者”。此后，在全国两会、中央党校 （国家

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中

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等重

要场合，习近平反复强调领导干部想问

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

数”，“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明确自

己的职责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心怀‘国之大

者’”“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等。今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面

向全党再次明确提出，“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

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如今
是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图
为北斗全球组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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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江西省吉安
市泰和县塘洲镇河江村农民抢收
超级稻，确保颗粒归仓。

邓和平摄 （人民视觉）

▶武夷山国家公园桐木村附
近群山云雾缭绕。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
者要心中有数

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
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
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
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能只停留
在口号上。

——习近平2020年4月20日至23日在陕西考
察时的讲话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
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强化责任担当，不折不扣抓
好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要加强协同
配合，增强政策举措的灵活性、协调性、配套性，
努力取得最大政策效应。要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
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
下沉，在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

——习近平2020年 5月23日看望参加全国政
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的讲话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
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仍有一些党员、干
部政治意识不强、政治敏锐性不高，不善于从政
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对“国之大者”不关心，
对政治要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不上心，对各
种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对贯彻落实党中央
的大政方针不用心，讲政治还没有从外部要求转
化为内在主动。

——习近平2021年 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心怀

“国之大者”

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
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
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
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
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
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
定位。

——习近平2020年 12月 24日至25日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经济工作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具
体的、联系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
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敢于担当、善于作为，
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2021年 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
班上的讲话

只有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
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
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

“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
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
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
偏差。

——习近平2021年 1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要把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的成果转化为改造主观
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际行动。要在锤炼党性上力
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用伟大建党精神滋养党性修养，坚
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用党性原则修
身律己，切实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引领群众。

——习近平2021年7月21日至23日在西藏考
察时的讲话

做好人才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加
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鼓励人才深怀爱国之心、
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
广大人才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
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
为国解难、为国尽责。

——习近平2021年9月27日至28日在中央人
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
大者”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决不

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要在新起点上接
续奋斗，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

——习近平2021年4月25日至27日在广西考
察时的讲话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
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为迫切。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
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习近平2021年 4月19日在清华大学考察
时的讲话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要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保护好地
球第三极生态。要把三江源保护作为青海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
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要继续
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机
制，加强监督管理，强化政策支持，探索更多可
复制可推广经验。要加强雪山冰川、江源流域、
湖泊湿地、草原草甸、沙地荒漠等生态治理修
复，全力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要积极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综合整治水
土流失，稳固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促进水资源节约
集约高效利用。

——习近平2021年6月7日至9日在青海考察
时的讲话

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
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
法执政水平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
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
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
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习近平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年轻干部要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做到科学决
策，首先要有战略眼光，看得远、想得深。领导干
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
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
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
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要深入研究、综
合分析，看事情是否值得做、是否符合实际等，全
面权衡，科学决断。作决策一定要开展可行性研
究，多方听取意见，综合评判，科学取舍，使决策
符合实际情况。

——习近平2020年10月10日在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各级党委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记“国之大者”，认真履
行主体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形
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
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

——习近平2021年8月27日至28日在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本报记者 卫 庶 严 冰 陈振凯整理

▶在贵州省从江县停洞镇
东勤村，扶贫干部与村民一起
搬运吊瓜。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