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
重要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 “第十届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论坛” 综述

张　 幸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 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研究阐释ꎬ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联合主

办的 “第十届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论坛” 在华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ꎮ 论坛的主题为 “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贡献”ꎮ 在论坛开幕式上ꎬ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作重要

致辞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陈志刚、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主任王

庭大致辞并作主题发言ꎬ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原副校长李君如作主题发言ꎮ 开幕式由华

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顾红亮主持ꎮ 来自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

院、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ꎬ 以及 «马克思主义研

究» «党建研究»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等报刊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ꎬ 并围绕论坛主题进行发

言和热烈讨论ꎮ
１.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内在逻辑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ꎬ 并把其主要

内容概括为 “十三个坚持”ꎬ 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党建篇”ꎬ 在马克思主义建

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标志性的里程碑意义ꎮ 这一思想是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

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ꎬ 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ꎮ 本届论坛促进了对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内在逻辑、 原创性贡献和重大意义的深入探讨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党的建设教研部原副主任戴焰军指出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

设的重要思想具备原创性、 体系化和指导性三个特征ꎮ 他深入分析 “十三个坚持” 的内在逻辑: 逻辑

起点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ꎬ 现实起点是大党独有难题的党情ꎬ 主题主线是全面从严治党ꎬ 主要

任务是推进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 制度建设和正风肃纪反腐等ꎮ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解超强调ꎬ 党的全面领导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ꎬ 构成了中国式

现代化突破后发国家发展困境、 取得辉煌成就的决定性因素ꎬ 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ꎮ 要

以科学思想增强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引领力和政治判断力ꎬ 以科学制度确保党在中国式现

代化中的政治领导力和政治执行力ꎬ 以科学方法提升党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科学决策力和群众组织力ꎮ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钰鑫从四个方面对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出场逻辑进行考察:

其一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出场的历史地平线ꎻ 其二ꎬ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使命任务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出场的时代引擎ꎻ 其三ꎬ 大党独有难题的解决是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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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出场的重要路径ꎻ 其四ꎬ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出场的

制度形态ꎮ
２. 积极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高度ꎬ 深刻阐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ꎬ 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 为

什么能自我革命、 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ꎬ 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ꎮ
陈志刚指出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内涵丰富、 博大精深ꎬ 必须从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其深刻意蕴: 第一ꎬ 要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主动性ꎬ
探讨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ꎻ 第二ꎬ 要在崇高价值追求中把握党的自我革命 “变” 与 “不
变” 的辩证统一ꎬ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ꎬ 不断提升党的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

提高的能力ꎻ 第三ꎬ 要从主客体辩证法来把握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关系ꎬ
并落实到每个党员及其本职工作之中ꎮ

王庭大在题为 “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 的发言中强调: 第一ꎬ 党的自我革命是跳

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ꎬ 十分重要ꎮ 第二ꎬ 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党的建设

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ꎮ 第三ꎬ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ꎬ 党的自我革命和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长期的战略、 永恒的课题ꎮ 第四ꎬ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ꎬ 要继续铲除

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ꎬ 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ꎮ
李君如表示ꎬ 习近平总书记找到了破解三大时代课题的一个武器ꎬ 就是 “两个结合”ꎬ 其中

“第二个结合” 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自我革命、 为什么能自我革命、 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的重大问题ꎬ
从而形成了我们党的自我革命的科学认识ꎮ 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在坚持 “两个结合” 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 的原则、 破解执政党建设难题的进程中形成的ꎮ 勇于自我革命ꎬ 既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ꎬ 也要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ꎮ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杂志社副主编刘大秀指出ꎬ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

要思想需把握好几个重大关系ꎬ 即党的自我革命与党长期执政、 坚守党的初心使命、 不断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人民监督的关系ꎬ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与关于党的自

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关系ꎮ 他认为这两个思想是一体两面、 本质一致、 目标同向ꎮ
江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松友指出ꎬ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ꎮ 把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 治党和治国贯通起来ꎬ 是对党的建设和社会建设、
治党和治国关系的一次全新的认识和升华ꎮ 他认为ꎬ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为跳出历史周期率

提供了具体有效的方法ꎬ 有力地反对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相互对立

的两种错误倾向ꎬ 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贡献ꎮ
复旦大学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凛用 “党建八问法” 对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进行破题ꎬ 分

别阐释自我革命、 社会革命和如何引领的内涵ꎮ 只有把自我革命上升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

案的高度ꎬ 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ꎬ 才能更好地理解党的自我革命ꎻ
从由传统的经济社会形态向更高层面转换的角度去思考ꎬ 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革命ꎻ 发挥好党的领

导体制机制的桥梁纽带作用ꎬ 才能更好地解决如何引领的问题ꎮ
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肖述剑认为ꎬ “两个伟大革命论” 是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

党理论的创新发展ꎬ 它贯穿中国共产党救国、 兴国的历程ꎬ 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科

学总结ꎬ 是解决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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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行政学院) 二级教授、 扬州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世谊

从核心要义、 多维理解和原创性贡献角度深入解读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ꎮ 他指出ꎬ 要把握自我

革命的主题、 主体和主线ꎬ 推进自我革命 “九个以” 的实践要求内容紧密连接、 互为表里、 相辅相

成、 缺一不可ꎮ
３. 全面探讨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路径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ꎬ 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

答案ꎬ 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之道ꎮ
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臧秀玲从点题和破题、 内涵指向、 生成逻辑和破解之道四个要点ꎬ 阐

述大党独有难题是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新的重大命题ꎮ 她指出ꎬ 大党独有难题是基于党不断加强

自身建设的理论自觉和政治主动、 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忧思、 对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兴衰

成败的经验教训总结而生成的ꎬ 要从方法思维、 组织保障、 制度保障和能力支撑等方面来破解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春玺ꎬ 深刻阐释了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的实践路径ꎮ 他认为ꎬ 大党独有难题源于党的性质、 规模、 历史和时代环境ꎬ 源于党所承担的治党

治国的双重责任ꎮ 为什么要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自我革命的

勇气ꎬ 推进自我革命 “九个以” 要求从根本上进行破解ꎬ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ꎬ 建立长

效机制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副主任戴立兴指

出ꎬ 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ꎬ 明确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重点所在ꎬ 表明我们党对党的

自我革命理论深化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ꎮ 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ꎬ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忧患意识和创新勇气、 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ꎮ 以此为主攻方向能够起到提纲挈领、 纲举目张的作

用ꎬ 有利于更好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ꎻ 同时ꎬ 揭示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策略方法要求ꎮ
４. 深入交流了新时代党务管理与人才培养问题

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旨在研究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基

本问题、 基本方法ꎬ 总结基本经验ꎬ 揭示基本规律ꎮ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晓强指出ꎬ 新时代做好党务工作非常重要ꎮ 党务工作是落

实党的领导、 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日常性和基础性工作ꎮ 党内政治生活是在经常性的党务工

作中落到实处的ꎬ 党员干部的日常学习教育、 有效的调查研究和基层群众工作都需要依靠党务工作

进行ꎮ 应当注重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基本理论同党务工作实践有机结合ꎬ 培养新时代党务管理干

部队伍ꎬ 并形成相应的体制机制ꎮ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庆寺指出ꎬ 党务管理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向不能缺席、 不能走

偏、 不能弱化ꎮ 实现党务平台数字化、 管理智能化、 内容可视化、 思想宣传情景化、 党建效果评估精

准化是党务管理人才培养的诉求ꎮ 新时代党务管理人才培养需要充分认识数字化党建特点ꎬ 整合数字

化资源ꎬ 创新数字化管理的实践探索ꎬ 以人文精神赋能数字技术ꎬ 提升党建人才的数字化素养ꎮ
最后ꎬ 戴立兴在论坛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ꎮ 他回顾了论坛十年的发展历程ꎬ 充分肯定论坛十年

来取得的成绩ꎬ 高度评价论坛在国内的影响力ꎬ 感谢主办方和同行专家们的倾力支持ꎮ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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