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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

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学习的目的在于运

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系统学习是基

础、是出发点，身体力行是重点、是落脚

点。党员干部学史贵在力行，必须知行合

一，以知促行，以行践知，善于从百年党

史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传承和弘扬好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办实

事，奋勇争先开新局，为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发出自己的光和

热，勇做新时代的“劲草真金”。

在牢记初心使命上见行动。百年风

雨、初心不改，征程万里、使命在肩。党

员干部学习百年党史，重点要学习无数共

产党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和

崇高精神，补足精神之“钙”，强固思想

之基，牢记初心使命，赓续共产党人的精

神血脉，善于从党史中领悟理想信念的力

量，从党史中汲取从政做人的智慧，从党

史中学习干事创业的经验，在牢记初心使

命上抓落实、见行动，自觉用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头脑、滋养初心、引领使命，增强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坚定性。

在主动担当作为上见行动。党员干

部学习百年党史，关键要学习无数共产党

人不怕困难、不畏艰险、锐意进取、勇往

直前的担当精神，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在主动

担当作为上抓落实、见行动，面对工作任

务敢于主动接招，面对矛盾纠纷敢于迎难

而上，面对困难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

歪风邪气敢于亮剑斗争，以坚韧不拔的意

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

切艰难险阻，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

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

在弘扬光荣传统上见行动。我们党

的百年党史不仅镌刻着可歌可泣的奋斗精

神，而且培育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从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到理论联系实际、密

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

风；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鲜明品格到

艰苦奋斗、节俭朴素的传家宝，这些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激励无数共产党人不

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党员

干部学习百年党史，须增强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行动自觉，在学习和发扬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上抓落实、见行动，更

好地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重任。

源。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

时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许多

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在云南，聂耳和国

歌的故事，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闻

一多最后的演讲、舍生取义的故事，扎西

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

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的故事，中

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等等。每个故

事都是一段感天动地的红色征程和爱国情

怀，都蕴含着“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和

“走向何方”的精神路标。我们要把这些

红色基因的“火种”传承好、宣讲好、发

扬好，切实用信仰和行动升华自己的忠

诚担当之“德”。

赓 续 伟 大 精 神 ， 升 华 初 心 使 命 之

“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形成了一系列伟大

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

养”。我们党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

中，铸就和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

神、伟大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

等革命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红旗渠精神等建设精神，抗洪精神、

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伟

大抗疫精神、伟大脱贫攻坚精神等时代精

神。我们要赓续传承好这些共产党人的伟

大精神，不断升华初心使命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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