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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论坛

自卑，表现在认为自己先天不如别人，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别人。相较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云

南的发展较为落后，导致一些人妄自菲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

工作的重要前提。”要看到，云南虽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有不利于发展的客观条件。但云南边境

县市多，口岸多，对外贸易优势也十分明显。只有鼓足精气神，知不足而奋进、望远山而力行，

才能开创新时代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克服本领恐慌型自卑的“软骨病”。相较于心理上的自卑，本领上的自卑也不容忽视。即

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心有余而力不足，久而久之自暴自弃。

近三年来，因新冠病毒疫情的发生，全国各地不同程度遭遇了发展瓶颈。一些人对如何恢复和重

振经济，深感办法不多，本领不足，甚至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躺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

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

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一语道破了找准目标，坚持就是胜利的成事之要。唯有

挺起脊梁、善作善成，方能峰回路转、否极泰来。

克服发展路径依赖型的“软骨病”。所谓路径依赖，就是人们一旦进入某种路径，无论路径

适宜与否，都对这一路径产生依赖。当前，一些地方在发展中急于寻求成功的路径，在初尝到借

鉴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的甜头后，就一味奉行“拿来主义”，不顾实际，不懂变通，只会机械地照

抄照搬。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甚至贸然引进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淘汰的高耗能、高排

放项目，对地方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问题。”因此，要坚决破除过度依赖路径的心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谋发展、开新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并指出“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我们党在百年奋斗的

历史征程中，之所以能够牢牢把握时与势，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关键在于党始终坚持自信自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自信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行稳致远。要加快推

进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奋力开创新时代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需要党员干部自信自

立、勇毅前行，不折不扣地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走好新

时代的赶考之路。

勇于担当作为，做自信自立的实干者。自信自立，方能底气硬、干劲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要清醒认识云南仍是后发展和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更要明确云南实施

“3815”战略发展目标谋划，是奋力赶超、后来居上的关键之举。党员干部要以担当作为的拼劲、

脚踏实地的干劲、勇往直前的冲劲，奋力推动“3815”战略发展目标谋划的实现，以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推进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勇于迎难而上，做自信自立的奋斗者。“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勇于迎难而上、奋发

有为，就能在困境之中蹚出一条光明大道来，凝聚起不断向前发展的澎湃力量。云南要深入推进实

施“3815”战略发展目标谋划，须找准自身差距和发展定位抓部署，铆足干劲、迎难而上，不断提

升发展后劲；要坚定发展信心，锚定发展目标，优化发展路径，在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保安

全上提质提速，切实把自信自立的内在力量，转化为推动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合力。

勇于开拓创新，做自信自立的创业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坚持自信自立，就要敢于开拓创新，突破常规谋发展之路，努力

在创新中开辟发展新赛道。征途在星辰大海，潮涌于壮阔山河。云南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就要在“破”与“立”上下功夫，清除一些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发展堵点，以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魄力谋取发展主动权，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贡献才智和力量，以必胜的信念

闯出一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

自信自立方能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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