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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
纪马克思主义。它的内容包括“十个
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
成就”。其中“十个明确”是核心内
容，也是主体框架。《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
年版）》高度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体
内容，其主要内容有19个方面。

其中，前四条内容是总纲，表明
了领导力量、方向、目标、立场。第五
到第八条内容阐释了“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第九到第十三条则是对“五
位一体”的展开性描述，第十四条的
国家安全也是二十大报告强调的一
个重要方面。另外三条涉及军队、祖

国完全统一和外交，第十八条则强调
了斗争精神的重要性。最后一条则
指明我们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可见，这十九条内容采用

“总分总”的结构体系，构成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
系统的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19个方面
中的首要内容，这和以往的位置有重
大的不同。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关系密切。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
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
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
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
的领导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
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
盛。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
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我们党的奋
斗目标一以贯之，一代一代地接力推
进，取得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辉
煌业绩。党的领导激发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强劲动力，我们党勇于改革
创新，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
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
党的领导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磅礴力量，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
主人翁精神。

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求
我们全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
践、建新功”的总要求，聚焦根本任
务，紧盯具体目标，着力解决问题，努
力做到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
风、以学促干。坚定信心、同心同德，
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据《浙江日报》

“两个结合”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提出并科学阐述了一个具有深刻理论内涵和重大政治意义的命题，这就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境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主要是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
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以来，这一重要思想又不断推进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

深刻把握“两个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同志强调，离开中国特点
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空洞的
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的第一个前
提就是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我
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
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拥有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
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
在”。共产党的坚定信仰来源于我们
认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根本上
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
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经过若
干阶段达到一个美好的社会。可见，

信仰的坚定来源于理论的认知，理论
上的清醒才能保持政治上的坚定。
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我
们才具备了掌握历史主动的精神力
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作了10个方面的概括，这在党的历
次党代会报告中都未曾有过。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
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
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
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和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中国人
的宇宙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有相
通之处，我们的天下情怀跟马克思主
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具有一致性。
比如说，中国哲学把人类与大自然看
作是一个生命整体，推崇“天人合一”
的境界。再比如在天下观方面，以

“天下为公”作内核的大同社会理想，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类社会的最高
阶段。这种思想观念显然跟马克思
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异曲同工之
妙。

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相通性，我们就能够深刻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我
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
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了让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通过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马克思主义
深入到群众的生产生活当中，与人民
群众的价值观真正地结合起来，更好
地指导工作。

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一个最重要的理
论创新。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
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
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高度自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和前提，是思想理论在哲学上的高度
概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也
是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
就是世界观；用它解决问题，就是方
法论。“六个必须坚持”体现了哲学意
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它来指导
我们的工作，必然会体现出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要深刻把握必须坚持人民至
上。人民至上，首先是个立场，就是
要站在人民立场上。同时它也蕴含
了群众史观，即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
造的。人民至上也包含方法论，即坚
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这也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
组织路线。因此，坚持人民至上就必

须把党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要深刻把握必须坚持自信自

立。自信自立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立足
点，同样属于立场范畴。自信自立蕴
含了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方
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各个
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发
展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将实事求
是、独立自主融入了“自立”，即强调
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从基本国情出
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而“自信”
则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要深刻把握必须坚持守正创
新。守正是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守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即以科学的态
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
理。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一个国家兴旺发
达的不竭源泉。守正创新是继承传
统与创新创造的辩证统一，改革开放
实际上就是传统与创新变革的统
一。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
中，首先是守住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的“正”，然后运用了市场经济的手

段，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要深刻把握必须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极
为鲜明的理论品格。只有立足于时
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
社会进步。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
创新的动力。只有将“为什么”的问
题解决好了，在理论上才能取得应有
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中
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
就是能够提供正确认识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理论与方法，并在解决问题中
进行理论升华。

要深刻把握必须坚持系统观
念。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
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
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
认识和处理问题。坚持系统观念，首
先要突出重点，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第二要全面兼顾，坚
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结合。第
三，要坚持系统谋划，不断强化战略
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等思维能
力，站在更高更远处思考问题。

要深刻把握必须坚持胸怀天
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

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自
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开
放的、面向世界的政党，在共产国际
的帮助下不断成长。新中国成立以
后，我们力所能及地帮助发展中国
家。现在，我们更是积极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
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
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
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要坚持对
外开放，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
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
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
公约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博大精深，“六个必须坚持”是
我们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要
求。它阐明了我们理论创新的价值
取向、基本立足点、原则方向、主要着
力点、思想方法和胸怀格局。唯有做
到“六个必须坚持”，才能不断谱写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篇章。

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