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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建设思想探析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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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探讨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建思想： 思想建设：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倡导学习之风； 组织建设：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 作风建设：强调真抓实干，严厉整顿党风，倡导群众路线； 反腐倡廉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打； 制度建设：“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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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党面临的形势以及出现

的问题，与时俱进地对党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

求，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极大地丰富了新时期我们党的建设思

想，其内容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

和制度建设等方面，这对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

一、思想建设：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倡导学习之风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想信念是一个执政党治理国家的旗帜。

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长治久安，需要大批有思想有坚定理想信念

的优秀人才。正如毛主席所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

第一位。”[1]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也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特别

强调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他提倡“革命理想高于天”，他认可具

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他认为共产党人应该坚守自己的精神

追求，应该信仰马克思主义，应该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

念树立为自己的政治灵魂。[2]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为

了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甘于奉献、英勇牺牲，曾经支撑他们的就是

这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而如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断出

现贪腐受贿等丑恶现象，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党政干部理想信念出

现了动摇，忘记了人民公仆的身份，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习

近平总书记将理想信念视为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不缺钙

的骨头才能够坚硬。如果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精神就会出现缺“钙”

现象，就会得贪污腐败这种“软骨病”。共产党人应该具有忠实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观，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

力，矢志不渝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3]检验一个共产

党人是否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要看他是否真诚信仰马克思主

义，是否具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坚定的

理想信念，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党员。在新形势下，应该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这应该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守护

的目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

廉洁做事，勤奋为民，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目标而努力奋斗。

二、组织建设：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

调选人用人的标准。在他看来，选人用人是党和人民事业的根本性、

关键性问题，千万马虎不得。因此他要求各级党委选拔任用群众基

础好，踏实肯干，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对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

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应该进行警醒和惩戒，以为民务实、

清廉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4]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任务，其关键

就在于党和人民。关键在党，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这就要求党始

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是以人为

本，重视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习近平认可的好干部

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干部。要

成为习近平眼里的好干部，就必须努力加强党性修养，不断提高学

习和思考能力，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提高本领。同时组织的培养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平台能够锻炼干部成长，这就需要建立

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积极发挥作用，

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下，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要求积极选

拔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应该以德为先，树立正确

的用人导向，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习近平总书记的选人用人思想，为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指明了方

向。

三、作风建设：强调真抓实干，严厉整顿党风，倡导群众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凭借丰富的基层阅历和地方领导工作经验，强调

真抓实干，严厉整顿党风，倡导群众路线。他多年来，深耕基层，亲

民爱民，深知党的作风建设对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性，他曾多

次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论述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他曾经撰文指出，

党政干部应该牢记主仆关系，认真践行执政宗旨，时刻心系群众，服

务人民，应该恪守为民之责，履行为民之职。[5]他认为，要加强领导

干部的作风建设，就必须要求领导干部始终不忘党的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始终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始终不忘“两个务必”的要求，始终不忘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始

终不忘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始终不忘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品行和操

守，确保“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6]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可贵思想，是新时期指导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

武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加审时度势，对党内所存在

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整顿，把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夯实党执政

为民的基点和切入点。中央政治局制定“八项规定”时就指出，抓

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

到，要求别人别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是我们党一直以来始终保持

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也是当前纠正党内大量存在不正之风的关

键所在。

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党建立之初就是为了最广大

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的，有史以来我们党就来自于人民、根植于

人民、服务于人民，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我们

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其核

心问题就是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指出，群众路线是

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

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集中解决党目前存在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以“照镜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这是新时期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它是马

克思主义群众观在当代的新发展，对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具有深远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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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腐倡廉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

打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的历

史经验，早在 20世纪 9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历史经验是中国发
展的一个根本动力。”[7]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我国历史上反腐

倡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积极借鉴各国有益做法的基础上提出，反腐

倡廉建设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历史的经验

教训和智慧切实贯彻到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习近平总

书记在多次会议和多个场合强调，必须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把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

度，这深刻阐明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现实要求我们以密切联系

群众为核心，紧紧依靠人民，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将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着力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强调，反腐倡

廉建设，需要创新反腐思维。对于清除腐败分子，习近平总书记旗

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在坚决查处领导

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同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

一查到底，绝不姑息。[8]习近平总书记壮士断腕般的反腐决心无疑

是对腐败“零容忍”的最好表态，这种反腐决心极大地鼓舞和坚定

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五、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不

能腐、不易腐”的制度约束

权力与笼子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权力与监督、约束机制之间的

关系，这明确告诉我们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不能够有

权就“任性”，权力的运行应该在阳光下运作。从制度层面来讲，要

求我们在反腐进程中建立反腐系列机制，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

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

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制度建设的重要思

想，它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治国智慧的结晶，充分显示出我党反腐

倡廉建设的坚强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我党的法规制度建设。他有关党建的

思想和讲话，无不体现出对党建工作的重视和关心，在追求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为了更好的实现中国梦，全体党员干部

都应该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纪国

法，以共产党员的使命感严格要求自己，努力配合“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目标的推进，在工作中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为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等一体化建设努力奋斗，不断

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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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乐者，诸侯之礼也。”正如孔子弟子有子所讲：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 ·学而》）

三、其他思想与和谐

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思想与和谐社会相关，这里只列举几例。

1、音乐与和谐
《史记 ·乐记》中多次论到音乐与和谐的关系，如“乐者为同，

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

则上下和矣。”又说：“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

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

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

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2、天地和谐与人事和谐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终极追求，这在和谐上也有表现。《史

记·历书》中说：“月行中道，安宁和平⋯⋯”《汉书·宣帝纪》中记载：
“⋯⋯（本始三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

‘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

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

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

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

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

3、教化与和谐

《史记·循吏传》中记孙叔敖事说“（孙叔敖）三月为楚相，施教
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

4、人情与社会和谐
《汉书·薛举传》中说薛氏道：“⋯⋯（薛为太守）及日至休吏，

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盖礼贵和，人道尚通。

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

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宜。’扶惭愧。”可

见在古人看来，舍小家顾大家未必可取。

5、法制与和谐
《隋书·刑法志》中记西晋朝事：“晋氏平吴，九州宁一，乃命贾充，

大明刑宪，内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协万邦，实曰轻平，称为简易⋯⋯”

法律简明易晓，老百姓就会平安，与其他邦国之间的关系也会和谐。

中国文化对于和与和谐思想的重视与运用，使得古代中国在大

多数时间里保持了和谐。当然，这些和与和谐的思想主要与古代的

社会形态相适应，在现时代要建设和谐社会，还需要对这些思想做

创造性的转化，使之为现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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