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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大道，必先学史。只有深刻铭记党的历史，

才能在知晓过去中把握好未来。我们党一贯重视党史

的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不把党的历史

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

事情办好。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总结过去是为了引

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进

一步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

课。作为共产党员，只有解决为什么要学党史这一关

键思想问题，实现由“要我学”到“我要学”的根本

性转变，才能做到学懂弄通并用好党史。

■ 党史是引导我们厚植为民情怀的信仰史

艰难勇毅方显初心之美。一部峥嵘党史，铭刻着

无数革命先驱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勇牺牲的斗

争历程，追思在烈火硝烟中挺立不屈的伟大灵魂，对

党史的每一次回眸，都是对初心的叩问和对精神的

洗礼。

党所领导的伟大革命与诸多农民起义有本质不

同，农民起义是水深火热中穷苦百姓的奋起反抗，但

揭竿而起仅仅实现了王朝更替，开启新一轮的兴衰治

乱。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很多在旧政权时期

就已经位高权重。毛泽东同志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

部代理部长，周恩来同志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叶挺、朱德、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无一不是旧军

队的高级将领。放着唾手可得的“锦绣前程”不要，

却坚决彻底地跟旧势力决裂，拎着脑袋干革命，是什

么力量驱使他们走上出生入死的“独木桥”？在党史

中不难找到答案，那就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感

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共产党人以超越了江

湖儿女的血性肝胆，在对党忠诚、为党牺牲中抒发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满腔家国情怀。

同时，我们更可以看到人民是感恩的，“谁把

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红色政权正

是从人民中来。党从成立时只有50余名党员的星星之

火，以燎原之势发展到如今已有9191.4万名党员，

每一步都离不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衷心拥

护。革命战争年代，随处可见“最后一把米当军粮、

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上战场”的感人事

迹，就是党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生动诠释。

反观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却不敢面对群众，怕群众

提意见、提要求，对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

能不感到汗颜吗？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

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

就会失去生命力。”学党史，就是要以史为师，牢牢

站稳群众立场，把工作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在给群众不断带来幸福

 谢 健

历史是承载记忆的年轮，记录着人类的经验教训和智慧光芒，帮助我们看清文明发展的来路

和时代前行的出路。如果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璀璨历史是一幅美丽画卷，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同胞

共同书写的民族复兴史，则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党在99年风雨中积累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

和智慧，犹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前行的动力。

学党史筑牢信仰  以奋斗净化灵魂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