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 2021·09

先锋讲坛J 职 场

理论素养。领导干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坚持实事

求是、客观公允的原则。尤其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中，更要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

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

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

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以主观、孤立、片面、

曲解的态度与方法来分析、解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而宣扬并传播错

误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的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散布错误

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歪曲并攻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

核心价值观，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历史虚无

主义具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他们用精心挑选的历史碎片歪

曲、篡改和伪造历史，违背了历史学的科学精神、科

学原则，需要高度警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

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

固本培元。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坚

持真理、坚定信仰，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一

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

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一系列伟大精

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都是我们

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容不得半点虚无。

历史研究必须坚持求真、求是、经世的传统，要

站在人民的立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

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

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

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

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

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

产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

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

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

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要尊重历史而不能

割断历史，必须旗帜鲜明地站稳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

指导的立场，继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优良传

统，旗帜鲜明地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敢于发声、

敢于亮剑。

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学习百年党史是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

学习“四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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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

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

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

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

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学习百年党史必将增强我们对党的情感认同、

理论认同、政治认同，从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领导干部提升历史思维能力是为了学以致用，担当实

干。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

多大成就。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对历史负

责的高度责任感，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增强“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立足于第二个百年历史新起

点，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满怀信心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宏图伟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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