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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宣传思想工作在全党工作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建党１００年来，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

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得到深化，并根据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与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与转变，先

后经历了以革命、建设、改革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并在调整与转变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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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００年 的 伟 大 实 践 中，中 国 共 产 党

一直把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

位置。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科学共

产主义宣传”［１］（Ｐ２７３）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

发动无产阶级反抗敌人的一个不能缺少的

重要手段。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以 来，党 的 宣

传思想工作在继承中创新，在实践中发展，

积累了许多宝贵 的 历 史 经 验，这 些 经 验 对

推进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深刻的

启示意义。

一、党的宣 传 思 想 工 作 概 念 的 由 来 与

演变

宣传思想工作是一种掌握维护国家政

权阶级的意识形 态 活 动，它 存 在 于 每 个 阶

级社会中。但把宣传思想工作作为一个专

门概念来研究，则是中国共产党所独有的。

建党１００年 来，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始 终 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 指 导，并 创 造 性 地 开 展

了宣传思想工作 的 具 体 实 践，使 宣 传 思 想

工作概念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一）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概念的由来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宣传工作。马克思

主义 语 境 下 的 宣 传 工 作 概 念 最 早 是 在

１８４７年《共 产 主 义 者 同 盟 章 程》中 得 到 明

确的。该章程指出，“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

进行宣 传 工 作”［２］（Ｐ５７２）是 作 为 无 产 阶 级 政

党及其成员所必 须 具 备 的 条 件，宣 传 工 作

的内涵就是为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

宣传共产 主 义 思 想。同 时，在 章 程 中 也 明

确规定了 同 盟 的 共 同 目 标、纪 律 等。其 中

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 要 成 为 盟 员 必 须 满 足

七个条件，而成为 盟 员 的 必 要 条 件 之 一 就

是努力宣传革命工作。由此可见，马克思、

恩格斯早已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宣传工作的

·１３·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建党百年与统一战线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２０
［作者简介］１．张铁军，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中共党史）博士；２．王喜

花，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重要性，并把宣传 工 作 作 为 无 产 阶 级 进 行

革命的重要条件而公之于众。马克思恩格

斯论述的“宣传工作”并不只是在理论著作

中，而且也 深 入 到 了 宣 传 工 作 的 实 践———

创办《莱茵报》，通过这个传播平台，宣传工

作取得了 良 好 的 效 果。因 此，我 们 可 以 发

现当时 宣 传 工 作 的 内 涵 主 要 包 括 三 个 方

面：加强与世界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联系、宣

传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唤醒工人。［３］（Ｐ１４６）

列宁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对马克思恩

格斯宣传工作思想的继承并根据苏联社会

的具体实际所进行的创造性发展。列宁指

出，共产主义思想 不 可 能 直 接 地 自 发 地 产

生于工人阶级头脑中，“这种意识只能从外

面灌 输 进 去”［４］（Ｐ２４７－２４８）。因 而，在 无 产 阶

级革命实践中，“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

应放在第一位”［４］（Ｐ７８）。宣传工作的首要任

务就是用马克思 主 义 激 发 工 人 的 觉 悟，从

而引发工人 运 动。在 列 宁 的 全 部 著 作 中，

被使用最频繁的概念是“宣 传 鼓 动 工 作”。

“宣传鼓动工作”的内涵就是传播科学社会

主义思想、揭露专 制 政 治 的 黑 暗 和 组 织 工

人与敌人进行斗争。在工联主义和社会民

主主义区分上，列 宁 还 把 宣 传 鼓 动 的 内 容

和性质 当 作 区 分 二 者 不 同 的 重 要 政 治 条

件。同时，列 宁 的 宣 传 鼓 动 思 想 还 继 承 了

马克思的观念，即 把 宣 传 工 作 当 作 成 为 共

产国际成员的重要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宣

传思想工作发展 史 上，列 宁 对 宣 传 工 作 的

重视以及与具体 实 际 的 结 合，是 马 克 思 主

义宣传思想工作 发 展 的 典 范，为 后 来 马 克

思主义宣传思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借

鉴。

（二）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概念的演变

新中国成 立 之 前，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概念的演变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

是建党初期，这一 时 期 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常用 宣 传 工 作、政 治 宣 传、教 育 宣 传 等 概

念。中国共 产 党 强 调，宣 传 工 作 不 仅 要 有

普遍性，而 且 也 要 具 有 针 对 性。但 宣 传 工

作的共 同 目 的 都 是 激 发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热

情，引 导 民 主 革 命 走 上 社 会 主 义 的 道 路。

政治宣 传 与 宣 传 工 作 在 概 念 上 有 明 显 区

别，政治宣 传 更 加 强 调 政 治。党 的 三 大 还

提出了教育宣传 概 念，旨 在 加 强 党 内 教 育

和对外宣传。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宣传鼓

动工作”是最常用的概念，此时的宣传鼓动

就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投身抵御外敌

的抗战中，为取得 抗 日 战 争 的 胜 利 而 不 懈

奋斗。三是 解 放 战 争 时 期，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作频繁使用的概念是“宣 传 工 作”，宣 传

工作在这一时期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在

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强调，要使宣传工

作激发广大人民 群 众 的 自 觉，自 愿 和 我 们

一起为取得胜利而奋斗。这不仅指出了当

时的宣传思想工作对革命胜利所起的巨大

推动作用，也使宣 传 思 想 工 作 发 展 的 目 标

和任务得到了明确。

新中国成 立 后，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频

繁使用的概念是思想工作、宣传教育工作、

宣传工作等。１９５１年，刘少奇同志在第一

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工作也

就是思想 工 作。”［５］（Ｐ８３）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的 目

的就是 对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进 行 马 列 主 义 教

育，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思想，为我国

建立社会主义奠定思想基础。同时，“宣传

教育工作”概念也被频繁地使用，中国共产

党强调 各 级 党 委 要 进 行 马 列 主 义 宣 传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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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并 要 与 这 一 时 期 的 中 心 任 务 相 结 合。

从“宣传工作”与“宣传教育工作”两个概念

在实践中的使用 来 看，二 者 在 内 涵 上 并 无

明显区别。“思想工作”概念在新中国成立

前用来表达政治 教 育 的 涵 义，而 在 新 中 国

成立后却有了新的内涵，即反对唯心主义、

宣传唯物主义成 了 思 想 工 作 的 根 本 任 务。

到了“文革”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任务、

目的等遭到极大 破 坏，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的 概

念也出现混乱现象。宣传思想工作在实践

中过分 强 调“以 阶 级 斗 争 为 纲”和 政 治 挂

帅，反映出当时党的两大斗争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等概念在党的领导人讲话和党

的文件中最为常见。随着党工作重心的转

移，党对宣传工作 内 涵 的 认 识 和 理 解 体 现

在思想政治工作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加

强思想 政 治 工 作，改 进 宣 传 工 作”［６］（Ｐ３６５），

是确保党工作重心调整能够顺利实现的一

个重大任 务，摆 在 全 党 的 面 前。思 想 政 治

工作概念在当时已作为宣传工作概念来使

用了。在１９８９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党

的宣传思想工作频繁使用的概念是宣传工

作、思想政 治 工 作 等。这 一 时 期 党 的 宣 传

思想工作的内涵是要让社会主义先进思想

占领意识形态主 阵 地，为 党 的 各 项 事 业 发

展不懈 奋 斗。２００４年，“宣 传 思 想 文 化 工

作”概念被首次使用。此后，在很长时间内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概念被经常用以指称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宣

传思想工作”概念在党的领 导 人 的 讲 话 和

党的文件中被确 定 下 来，其 含 义 也 在 长 期

实践中逐渐稳定下来。

由 上 述 可 以 看 出，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１００年 来，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经 历 了 一 个

从初步形成、逐渐发展到不断创新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宣 传 思 想 工 作 概 念 的 演 变

反映了党根据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对

宣传思想工作的 目 标、任 务 等 所 作 的 调 整

与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内

涵在这种调整与转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党的宣 传 思 想 工 作 发 展 的 实 践 历

程

在中国共 产 党１００年 的 伟 大 实 践 中，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始终围绕服务党的中心

工作大局而开展，并 随 着 不 同 时 期 党 的 路

线方针政策的调 整 而 转 变，呈 现 出 鲜 明 的

时代特点。

（一）以革命为特征的宣传思想工作阶

段

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４９年是我国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党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的 主 要 任

务就是传播马克 思 主 义 革 命 理 论，积 极 引

导广大人民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这一时

期宣传思想工作 的 有 效 开 展，适 应 了 革 命

斗争的需要，为最 终 取 得 革 命 胜 利 作 出 了

巨大贡献，同时也 形 成 了 这 一 时 期 党 的 宣

传思想工作鲜明的特征。

这一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分为几个

不同的发 展 阶 段。党 成 立 初 期，宣 传 马 克

思主义，激起工人阶级的革命自觉，引发工

人运动，为无产阶 级 和 全 体 劳 动 人 民 的 利

益而斗争，是这一 时 期 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的重心。在 第 一 次 国 内 革 命 战 争 时 期，党

的宣传思想工作 是 以 建 立 革 命 统 一 战 线、

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主要任务，鼓动

广大工农投身到国民大革命中去。在土地

革命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主要是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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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引导人民 群 众 推 翻 帝 国 主 义、地 主

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抗日战争时

期，党的宣传思想 工 作 主 要 围 绕 把 全 党 和

全国各族人民的 力 量 凝 聚 起 来，为 取 得 抗

日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奋斗。到了解放战争

时期，党的宣传思 想 工 作 主 要 围 绕 动 员 全

国各族 人 民 为 取 得 解 放 战 争 的 胜 利 而 开

展。这一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确保大

方向和总任务的 基 础 上，根 据 革 命 形 势 的

发展变化，宣传策 略 和 宣 传 重 点 也 随 之 发

生改变，从而配合了当时党的群众工作、统

战工作、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激发了广大

人民群众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奋斗的

热情。

（二）以建设为特征的宣传思想工作阶

段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中

国共产 党 如 何 从 一 个 革 命 党 转 变 为 执 政

党，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执政地位，推动社会

主义建设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这一时期

最根本、最 迫 切 的 任 务。新 中 国 成 立 到 改

革开放这一阶段，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主 要

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而开展。

这一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主要分为

三个 阶 段。１９４９年 到１９５６年 是 第 一 阶

段，实现过渡时期 的 总 路 线 成 为 这 一 阶 段

全党的政治任务和宣传思想工作的核心内

容。为了在全国掀起学习和贯彻总路线的

高潮，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３年专门发布了党关

于宣传过渡时期 总 路 线 的 宣 传 提 纲，这 一

提纲对总路线的 宣 传 起 到 重 要 促 进 作 用。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

目标和任务摆在 了 全 党 的 面 前，党 的 宣 传

思想工作紧紧围 绕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而 推 进。

１９５７年 到１９６６年 是 第 二 阶 段，这 一 时 期

宣传、学习、贯彻和落实党的八大所确定的

路线，是这一时期 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的 中

心任务，中国共产 党 的 各 级 宣 传 部 门 主 要

围绕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有效地开展党的

宣传思想工作。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文革”

十年是第三阶段，这 一 阶 段 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为“无 产 阶 级 专 政 下

继续革命”服务。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在 内

容、原则和方法上被严重扭曲，中宣部被称

为“阎王殿”，机构遭到破坏，“四人帮”掌握

着宣传大权，这一 时 期 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的定位和方向都发生了重大偏差。

（三）以改革为特征的宣传思想工作阶

段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中 宣 部 的 职 能 得 到 恢

复，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也 逐 渐 恢 复 正 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面对新情

况新任务，为了适 应 党 和 国 家 工 作 重 心 的

转移，把广大人民 群 众 的 力 量 集 中 起 来 开

展社会主义现代 化 建 设，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的重心也转移到了现代化建设上来。宣

传思想 工 作 在 为 党 的 中 心 工 作 大 局 服 务

中，其自身也实现了大发展和大变革，充分

体现了改革的鲜明特征。

随着党的 工 作 重 心 的 转 移，宣 传 思 想

工作也紧紧围绕 改 革，开 展 了 关 于 真 理 标

准问题的讨论，正 确 评 价 毛 泽 东 思 想 的 历

史作用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宣传“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有效 开 展 了 精 神 文 明 创 建 活

动。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后，党的宣传思想工

作部门加大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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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演变的宣传 教 育，宣 传 思 想 工 作 得 到

进一步加 强。党 的 十 四 大，中 国 共 产 党 确

立了社会主义市 场 经 济 的 奋 斗 目 标，党 的

宣传思想工作也从对计划经济的宣传转变

为对市场经济的 宣 传，这 一 时 期 党 的 宣 传

思想工作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市

场 经 济 的 必 要 性，提 高 了 人 们 的 认 同 度。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从现代化建设的高度

出发，对党的宣传 思 想 工 作 进 行 了 准 确 定

位，形成了总体思路，创新了宣传思想工作

的使命任 务。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国 内 外 形

势更加复杂多变，新 时 代 出 现 的 新 情 况 对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 形 态 领 域 的 指 导 地 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７］（Ｐ１４）。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

作的方向。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有

效开展，为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凝 聚 了

力量，为实现中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提 供 了 思

想保证。

三、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经验

宣传思想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

践中形成的一种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建

党１００年来，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一 直 紧 紧

围绕各个时期党 的 中 心 工 作 服 务，形 成 了

许多宝贵的历史 经 验，对 新 时 代 推 进 党 的

宣传思想工作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党的宣

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经验。马克思主义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指 导 思 想，是 党 和 人 民 共 同

团结奋斗的思想 基 础，是 中 华 民 族 的 精 神

支柱。中国 共 产 党 成 立１００年 来，党 始 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 指 导 地 位，毛 泽 东 同 志

曾指出，“应该扩 大 共 产 主 义 思 想 的 宣 传，

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８］（Ｐ７０６），要引

导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并最终取得胜

利，只有加 强 宣 传 和 学 习。邓 小 平 同 志 认

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在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这个根本立场上不能有丝毫

的动摇。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用 发 展 着 的 马 克 思 主

义教育人民，因而，尽管党在革命、建设、改

革的过程中经历 了 一 些 失 误，但 党 的 宣 传

思想工作仍然朝 着 正 确 的 方 向 前 进。“思

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

生命线”［９］（Ｐ７４），只 有 始 终 为 党 和 国 家 的 中

心工作服务，并始 终 坚 持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指

导地位，才能团结 带 领 全 党 和 全 国 各 族 人

民将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不 断 推 向 前

进。

（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宣传

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长期的发展实践表

明，党的宣传思想 工 作 要 把 实 现 人 民 群 众

的根本利益作为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积 极 响

应人民的呼声，并 不 断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的 精

神文化需 求。从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以 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 来，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始终把实现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作为

宣传思想工作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坚 持 人 民 性，就 要 把 实 现 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 大 人 民 根 本 利 益 作 为

出发点 和 落 脚 点。”［１０］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的 对

象是广大人民群 众，要 把 人 民 是 否 满 意 作

为能否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标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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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发展，人们对 精 神 和 文 化 的 需 求 也 不

断增强。必须把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长期

实践中 形 成 的 优 良 传 统 和 时 代 特 征 相 结

合，努力满 足 不 同 群 体、不 同 地 域、不 同 层

次人们的需求，使 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更 加

充满生机活力。长期的宣传思想工作实践

表明，只有把党的主张同人民呼声相统一，

宣传思想工作才 能 更 好 地 动 员 群 众、组 织

群众，才能 实 现 好、维 护 好、发 展 好 最 广 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发 挥 自 身 应 有 的 作 用 和

功能。

（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

人民有信 仰，国 家 才 会 有 力 量。文 化

是一个国 家、一 个 民 族 的 立 身 之 本。先 进

文化是社会发展 进 步 的 结 晶，有 助 于 人 类

社会形成强大的 精 神 动 力、思 想 保 障 和 智

力支撑。中国共产党在建党１００年的实践

中，党的宣传思想 工 作 始 终 坚 持 和 弘 扬 民

族精 神 和 时 代 精 神。在 土 地 革 命 战 争 时

期，党领导革命军 队 在 长 征 途 中 克 服 重 重

阻碍，发扬革命斗争精神，利用当时有效的

资源开展 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对 此，毛 泽

东在１９３５年 瓦 窑 堡 会 议 的 报 告 中 指 出：

“长征是宣言书，长 征 是 宣 传 队，长 征 是 播

种机。”［１１］（Ｐ１４９－１５０）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宣传

思想工作坚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使全国各 族 人 民 的 力 量 凝 聚 起 来

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 化 建 设，在 全 社 会 形 成

共同的理想信念、良 好 的 道 德 风 尚 和 强 大

的精神力 量。因 此，要 开 创 新 时 代 党 的 宣

传思想工作新局 面，必 须 坚 持 社 会 主 义 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同 时 要 把 广 泛 性 和 先

进性相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为中国 社 会 的 发 展 进 步 提 供 强 大 精 神 动

力。

（四）坚持推进理念、方式的改革创新

随着中国 革 命、建 设 和 改 革 的 不 断 发

展，党对宣传思想 工 作 的 认 识 也 在 实 践 中

不断进行调整与转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以来，党面临的时 代 主 题 和 党 的 工 作 中 心

都发生了巨 大 变 化。面 对 新 形 势 新 任 务，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有一个如何转变与更新

理念、方式以适应新变化新情况，继续发挥

其应有作用和功能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党的宣 传 思 想 工 作 主 要 服 务 军

队和政治。新 中 国 成 立 后，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的理念和方式主 要 为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服 务。

改革开放以来，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为 顺 应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而不断调整宣

传理念和 方 式。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宣 传 思

想工作的社会条 件 已 经 发 生 了 巨 大 变 化，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重点 抓 好“理 念 创

新、手段创新、基层创新”［１２］。１００年来，党

的宣传思想工作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调 整，在 改

革中不断发展，自 觉 调 整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的

理念和方式以适 应 不 同 时 期 的 发 展 要 求，

从而在中国革命、建 设 和 改 革 的 历 史 进 程

中展现出鲜活的 生 命 力，彰 显 了 党 的 宣 传

思想工作始终围 绕 中 心、服 务 大 局 的 强 大

动力。

（五）坚持“三贴近”的宣传原则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向群众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１３］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

地理解和贯彻党 的 主 张，从 而 推 进 马 克 思

主义的大 众 化。因 此，它 要 求 宣 传 思 想 工

作贴近实 际、贴 近 群 众、贴 近 生 活，使 用 广

大人民群众喜闻 乐 见 的 形 式、通 俗 易 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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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体系，深入浅出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为了使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贴 近 群 众，

毛泽东同志要求宣传思想工 作 者 要“先 当

学生，再当先生”，向人民群众学习，加强调

查研究，熟 悉 掌 握 群 众 的 情 况。在 语 言 表

达方面，毛泽东同 志 指 出：“要 向 人 民 群 众

学习语言。人 民 的 语 汇 是 很 丰 富 的，生 动

活泼的，表 现 实 际 生 活 的。”［１４］（Ｐ２７２）邓 小 平

同志指出，从 群 众 中 来，到 群 众 中 去，指 明

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工作路线。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始 终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放在主体地位，说

群众话，讲群众事，引导人民群众从被动的

接受者变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主动参与

者。可见，党 的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只 有 坚 持 贴

近实际、贴 近 群 众、贴 近 生 活 的 宣 传 原 则，

才能取得宣传工作的实际效果。

中国共产 党１００年 的 伟 大 实 践 表 明，

党在社会主义革 命、建 设 和 改 革 中 所 取 得

的伟大成就，都离不开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不断加强党的宣 传 思 想 工 作，并 根 据 不 同

历史时期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党的工作

中心的转移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进行调整

与转变，使党的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的 作 用 充 分

发挥出来，是中国 共 产 党 推 动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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