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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获得感中，赢得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和认同。

■ 党史是引导我们凝聚拼搏力量的奋斗史

砥砺前行方知来路之艰。一部奋进党史，谱写着

无数中华儿女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披荆斩棘的奉

献之歌，回望在艰难困苦中开天辟地的楷模，对党史

的每一次重温，都是对作风的检视和对使命的激励，

并对奋斗这个词在精神层面进行更深刻的解读。

在革命战争年代，奋斗是前赴后继的抛头颅、洒

热血，无数革命先烈接受血与火的淬炼、经历生与死

的考验，用赤胆忠心诠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

身”的入党誓词。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慷慨赴

义而不改信仰；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前赴后继

而至死不悔，正是这些无价生命的早早定格，才点亮

了民族至暗时刻的希望曙光。经统计，抗日战争中，

八路军、新四军牺牲团级以上干部1000余人。而中国

当代36名军事家中，就有11位令人痛惜地陨落在新中

国成立前。

在和平建设时期，奋斗是无怨无悔地舍小家、顾

大家。我们耳熟能详的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孔繁

森、杨善洲，用一生去践行为民信仰，兢兢业业地在

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新中国成立50周年表彰的23名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有21人在留学海外时就已

经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却毅然回国，隐姓埋名

在戈壁沙漠顽强拼搏。“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

为你负重前行”，是安心当一名坐享静好者，还是决

心当一名负重前行者？党史给了我们清晰的答案。

回顾党的艰苦奋斗历程，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

是，为什么现在会有个别干部不敢冲锋陷阵，只想

“指点江山”，甚至职务越高就越变成拎不动包、打

不了伞，甚至不会开车门的“巨婴”了？群众的眼

睛是雪亮的，一万句“给我冲”比不过一句“跟我

上”，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冲锋在

前，是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不二法

门。学党史，就是要以史为镜，以革命先烈、英雄楷

模为标杆，时刻检视自己在思想认识和作风行动上的

差距有多少？改进了多少？还能提高多少？

■ 党史是引导我们全面解放思想的革新史

革故鼎新方得为政之法。一部辉煌党史，蕴藏着

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人民谋幸福而探索实践的智慧结

晶。感念在历史进程中力挽狂澜的革命者，对党史的

每一次研读，都是对思想的启迪和对行动的指引。

党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屡屡经历险阻而破障前

行，这绝不是侥幸，而是持续进行自我革命之后的历

史必然。

在延安整风时期，党为全面清除“左”“右”倾

错误思想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全面整顿学风、

党风、文风，直至1945年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统一了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认识，系统总结

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创造性提出了马列主

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为夺取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拨乱反正时期，为消除全党全国人民对历史遗

留问题的疑虑，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了《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实事求是地评

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基础上，彻底推翻了“两个

凡是”错误观点，全面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错误路线，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革命，开启

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征程。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客观分析国内国际政治形势、敏锐判断社会经济发

展趋势，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及时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历史性论断，紧紧围绕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了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不断促进社会均衡发展

中，坚定扛起了新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

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如

今，我们面对长期、艰巨而繁重的改革任务，既不能

因为攻坚探索的曲折复杂而妄自菲薄，也不能因为先

行先试而妄自尊大甚至固步自封。学党史，就是要以

史为鉴，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去查找错误、分析问题、纠正偏差，在不断解放

思想中推进工作，在不断批判总结中改进工作，当好

真知的探索者和真理的捍卫者。

我们党历经百年奋斗，形成的成功经验浩如烟

海，涌现的英雄人物灿若星辰。这段波澜壮阔的伟大

历史，既是民族的根，也是国家的魂，作为党员干

部，知史明史更要懂史用史，必须把学习党史、继往

开来作为增强党性修养、改进工作方法的终身必修

课，作为克服前进道路上未知困难和新障碍的力量源

泉和精神依归，才能借助前人的智慧，创造出新的伟

大历史。

（作者系云南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