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

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

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讲话，聚焦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深

层次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表明我们党

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

想，不仅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强大

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

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

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

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

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文化建设

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

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

识，必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

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围

绕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对文化工作作出部署要

求，强调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

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强调“坚定文化

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并

提出“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我们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贯彻党的二

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切实增强做

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阔步前进。

努力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中展现江西新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

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江西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在

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

响。要抓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围绕

陶瓷文化、戏曲文化、书院文化、中医药文化

和客家文化等古色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保护与

文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助力中华文脉赓

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努力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展现

江西新作为。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

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

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意蕴深厚、内

涵丰富的赣鄱文化，一直是江西改革发展中

最充沛的养分、最深沉的力量。加快文化强

省建设，提升江西文化影响力，是时代的呼

声 ， 更 是 实 现 江 西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必 然 要 求 。

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更高站

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新时代

新征程文化建设工作，延续历史文脉，不断

夯实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江西篇章凝聚强大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战略任务，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

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着力加强党对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

工作的重要位置。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

特性，用好用活江西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力推

进文化事业全面发展，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不断提升赣鄱文化的美誉度和影响力，推

动赣鄱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绿色文化等

与现代化事业紧密结合，围绕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文化强省，

持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关

键在于其善于结合不同时代条件进行自我更

新、自我扬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推动

中华文明历经现代性淬炼、实现创新超越，是

今天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解决的重

要课题。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

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牢牢把握江西在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立足江西的特色和

优势，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

兴 新 ， 打 造 “ 三 大 高 地 ”、 实 施 “ 五 大 战

略”。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

要 有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

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

要聚焦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确保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江西在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发挥自身

文化优势，站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高

度，谋划红色文化、绿色文化、书院文化、陶

瓷文化、客家文化、民俗文化的兼收并蓄与融

合发展，加强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体保护传承，努力创造

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作 者 系 江 西 财 经 大 学 党 委 宣 传 部 副 部

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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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涛

以自我革命锻造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以自我革命锻造党的长期执政能力

■ 汪宇翔

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

■ 万绍红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江西力量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从十三个方面对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作了系统阐

述。深刻领会其鲜明的理论原创性、强大的实

践引领力、系统的科学方法论，对于我们破解

大党独有难题，以自我革命锻造党的长期执政

能力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其

中，“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这一

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新征程上进一步坚持以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革

命的”理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

他任何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经常自己

批判自己”。列宁在吸收和继承马克思“经常

自 己 批 判 自 己 ” 思 想 基 础 上 ， 进 一 步 指 出 ，

“ 犯 错 误 对 一 个 先 进 阶 级 的 战 斗 的 党 并 不 可

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

错误和纠正错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加强党的建设、进行自我革命的论述，为我们

党进行自我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石。革命的理论

塑造党的革命属性，掌握革命理论的政党必然

要求进行自我革命。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

之所以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战胜苦难而

淬火成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敢于直面自身存

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

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
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

回顾党的一百多年奋斗历程，不管我们党

面临怎样的形势变化和严峻挑战，勇于自我革

命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

是党不断提升执政能力的关键。这既是由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属性决定的，也是党在百余

年的实践中淬炼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党的二大便明确要求党内“必须有适应于

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在

危急关头召开了八七会议，并且明确宣示“我

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

1929 年，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

军”的建党建军原则，党找到了科学有效的自

我革命方法。随后，延安整风运动是党自我革

命的伟大创举，它实现了党的空前团结统一，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

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0 年至 1951
年春开展的整风整党运动，纯洁了思想，坚定

了党性。党的八大后，我们又在全党进行普

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

义的整风运动。同时，党中央也开始着手长期

性的制度建设和机构完善，不仅成立了党的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而且配备了

相关法规制度，从而为自我革命提供了制度抓

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

折。全会开始实现从“两个凡是”到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

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1981 年通过

的 《关 于 建 国 以 来 党 的 若 干 历 史 问 题 的 决

议》，又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

反正。这一时期，我们党还依托制度法规建

设，逐步形成以制度建构为核心的管党治党

新格局。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以 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

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

位、深层次影响，党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

力，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必须
永葆自我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

远在路上”。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我们党一以

贯之坚持自我革命的政治决心。在二十届中央

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

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如何始终具备强

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是其中一个难

题。勇于自我革命是党保持同人民血肉联系

的关键，也是我们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强大支

撑。踏上新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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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

须深刻领悟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历史传统、时

代意蕴和实践逻辑，从而进一步掌握历史主

动，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一是要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根基在人民、血

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

最大底气。一方面，要坚守人民立场，坚持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彻底整治人民群众身边

的腐败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向一切损害群众利

益的行为开刀。另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的根

本动力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

要通过人民来检验党自我革命的成效。二是要

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要勇于

正视自身问题，坦诚地面对自己的缺点和错

误，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不为任何

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为任何艰险

所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向党内顽瘴痼疾开

刀，不断克服党内存 在 的 矛 盾 和 问 题 ， 永 葆

党的生机和活力。三是要建立和形成良好的

党 内 政 治 生 态 。 要 加 强 和 规 范 党 内 政 治 生

活，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找准问

题症结，及时纠正思想作风问题，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自觉在监督和约束下工作和生活。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

实、最管用的民主。中国式民主构建于人民民主

专政的国体中，本质特征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这有别于西方的权贵民主、片面民主、感性民

主，强调真正的人民性、实现的全过程以及结果

的科学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人大代表的人民属性决定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最真实的民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

家通过人人参与的方式选出多数人满意的议员

和总统，但当选者往往难以给予选民所期待的

回报。这是因为，西方民主选举是建立在金钱

的基础上，候选人若想让选民全面了解自己及

其施政理念，必须花费昂贵的竞选费用，这就

使“政治献金”在选举中有着生存的土壤。此

外，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议员属于国家公务

人员的范畴，有权从国库领取报酬，故其当选

为议员后即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正是由于当选

者与选举者之间有着看不见的隔阂，难以做到

同质化，这就使西方民主容易产生“民选政权

难为民”这种看似荒谬的现象。我国民主与西

方民主则刚好相反。我国人大代表和各级干部

的产生不受其财产、文化、民族、宗教、政治

面貌等因素的影响，确保了人大代表和各级干

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可以不受任何利益集团

的干扰和制约，一心服务于民。此外，我国人

大代表实行兼职制，这也让他们可以在不脱离

原本经济生活的前提下依法代表人民行使国家

权力。正是由于人大代表的身份在当选前和当

选后没有质的变化，他们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

切联系，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才能真

正代表人民，最真实地体现人民意志。

人大权力的最高地位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最广泛的民主。民主必须贯穿整个国家治理

环节，不仅是体现在选举环节，还要体现在协

商、决策、管理、监督环节，否则民主的“成

色”就会大打折扣。这就意味着在国家治理的

各个环节都必须存在民主制度。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通常以“三权分立”作为国家机构的组织

原则，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

权，即“三权”覆盖所有国家权力。虽然“三

权”的权能各有不同，但都不是由民众直接行

使的。西方民主制度一般只体现在选举环节，

难以涉足治理、决策、监督环节。社会主义国

家实行议行合一 （或议政合一） 制度，由国家

权力机关产生和统一领导行政机关、审判机关

和检察机关。我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

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赋予全体人民

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保证全体人民的意志能够

覆盖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使我国民主成为最广泛

的民主。

人大实践的协商民主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国

家治理方式，其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实

现人民福祉。这就要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结

果上的科学性。因为，只有科学的民主决议才

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

的。虽然西方民主同样追求民主决议的科学

性，但它是以“人是理性的”为前提预设的。

历史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

的，甚至是极端的，曾经就有不少西方政客充

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

更多选票和利益。而协商民主这一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重要实践形式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

题。这是因为，每一次决议前，有关部门都会

认真做好调研、评估等工作，直接了解来自一

线、基层的声音，对待决事项进行表决前的优

化。比如，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党中央发出征求对修

改宪法部分内容意见的通知，请各地区各部门

各方面在精心组织讨论、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

上提出宪法修改建议。首轮征求意见，各地区

各 部 门 和 党 外 人 士 共 提 出 2639 条 修 改 意 见 。

可见，我国的协商民主不同于“零和博弈”式

的西方单一票决制的民主，而是经过反复深入

协商、建立在广泛共识之上的民主，在最大程

度上确保待决事项兼顾各方利益、符合发展规

律，从而使民主能够真正推动社会发展、实现

人民福祉，成为最管用的民主。

（作者单位：中共九江市委党校）

■ 罗 琪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
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
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
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