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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 6月 30日下午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境界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开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二
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并
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
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
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
好、运用好。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副校 （院）
长李文堂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
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
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重要
讲话。他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
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
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
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
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
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取得了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重大理论成果，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使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使党掌握了强大的
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
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
历史的结论。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
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
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
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
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
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
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
的颠覆性错误。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
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
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
义不停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
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
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

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
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我
们要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
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

“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
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

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习近平指出，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

题。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
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
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
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
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

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我们推进理论创
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
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
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
理。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
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
共同问题，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

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也都面临着一
系列新的重大课题，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
过去更复杂、更难，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要牢固树立大历史
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
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
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
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在
新一轮科技变革、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和我
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深化对推动高质量发
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规律性认识，在世界
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
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
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
实问题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让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
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习近平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
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马
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
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
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
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
释，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
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
系，教育引导全党全国更好学习把握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指出，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
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
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
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
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创新的不竭源泉。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
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
创造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
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无
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
不源自于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
创造。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走好群众
路线，决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流于空
想。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
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
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着力让党的创新
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
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
验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
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
本遵循，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
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取得了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始终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
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历史的结
论。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
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
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
误。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
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
义不停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
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
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
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
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
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我们要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
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
“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
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
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
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

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
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
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
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

■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
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
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
实践要求，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和我国
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深化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规律性认识，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
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
的规律性认识，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念、
有效对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
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
途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
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
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
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
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
教育引导全党全国更好学习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理论体系

■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马克思主义
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
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
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
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
慧的结晶。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源自于人民的智
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走
好群众路线，决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流于空想。要尊重
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
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着力让党的创新理
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
的理论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 断 深 化 对 党 的 理 论 创 新 的 规 律 性 认 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
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
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
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
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
坚持好、运用好。”

习近平总书记 6月 30 日下午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在社
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
以原创性理论贡献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
新高度，作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行动指
南。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
识，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
念、有效对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
纪马克思主义将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
力的真理力量。

“百年峥嵘岁月，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
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
就，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北京大
学副校长王博说，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
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连日来，福建省福安市阳头街道阳春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华杰积极参加当
地组织的主题教育活动，并且第一时间学习
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感触颇深：“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内
涵丰富，‘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
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我
们要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不断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引向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
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总书记指出，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
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这让我深受启发。”山
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表
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
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时间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毛胜表
示，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马克思
主义扎根中国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坚定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
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

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教师李媛表示，党

的二十大报告以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
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
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
怀天下“六个必须坚持”首次从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
方法、正确路径，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我
们要掌握好、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才能更好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探索出面向未
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
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沈壮海表
示，习近平强军思想、经济思想、外交思
想、生态文明思想、法治思想……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真理的
伟大力量，强力推动着新时代的伟大变革。

正值暑期，遵义会议会址，参观者络绎
不绝。

“总书记强调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
题，这对于我们如何推进理论创新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周俊南表

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遵义
会议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用好遵义
会议历史经验，在以后的工作中注重历史和
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在实践中发
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
验真理。

近期，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走乡
村，访小院”暑期社会实践团即将前往河
北、云南等地，围绕科技小院赋能乡村振兴
展开调研，立志将理论研究扎根祖国大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理论创新
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
内的空想’，理论若脱离实践，实践必然抛弃理
论。”在该校哲学系教授孙乐强看来，当前，面
对“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
景，我们要扎根实践，把脉问题，将党的创新理
论运用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
略部署中去，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作出贴合实际的正确回答。

总书记在讲话中创新性地提出推进理论
的体系化、学理化，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严书翰深感振
奋：“这个新提法的内涵是要求党的创新理论
要像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那样，以深刻的学
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
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

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提出明确要求。严书翰说：“我们要
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把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体系化、学理化
研究作为重要任务，这是谱写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迫切要求。”

上海市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众
多参观者从各地赶来，在党的诞生地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

在上海大学教授李瑊看来，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对理论工作者开展党的创新理论
研究具有启示意义。“理论工作者应植根本
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
规律性认识，从中国与世界互动、中国与全
球互融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探索，
取得更多更好的理论创新成果。”

理论来自人民，理论造福人民。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
取理论创新智慧。

“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指明了理
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中共四川省
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杨雨林表
示，理论创新只有植根群众实践的沃土，才
能真正满足社会需要、实践需要、人民需
求，进而展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做到坚持人民至
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就是坚持人民
至上。”海口海关机关党委副主任吴天斌表
示，在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
人民首创精神，推出反映群众心声、满足群
众诉求、符合群众意愿的理论成果，让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接地气、
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新华社记者）

用党的创新理论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
——社会各界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