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党史学习教育中砥砺
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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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

体现，是激励共产党人卓绝奋斗、前仆后继的动力源泉。我们党的一百年，

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党中央部署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意在将其作为砥砺初心使命的“磨刀石”，激发全党“更加坚定、

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的“原动力”。 

从百年党史中把握党的历史自觉，探寻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诞生之

时，中华大地列强横行、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华夏陷入空前之危难。救

亡图存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孜孜追求。中国共产党人端起历史的望远镜，

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

命。让全体党员产生对党的初心使命的高度认同，进而转化为终生践行的

内在动力，百年党史无疑是一部生动形象、说理透彻的教科书。百年党史，

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何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使命扛在肩上，可以帮助党员深化对党的历史自觉的认识，感悟中国

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历史逻辑。 

从百年党史中感悟党的思想伟力，滋养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

经”。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伟大成功，在于我们认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也是唯一选择；更是因为我们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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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创新性成果，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因而，

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坚持不懈用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这是我们党永葆青春的密码。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激励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小

小红船”成长为巍巍巨轮，在于一批批“知有党而不知有其身”的共产党

人的共同奋斗。一大批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为了践行初心使命矢志不渝，

甘愿奉献牺牲。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力量是时代精神的载体，激励着一

代代共产党人奋力前行。百年党史涌现的先进模范，展示了共产党人为党

为民“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的价值取向、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之心以

及对初心使命的执着精神追求。这种红色精神足以浸润每一个党员的心灵，

感召共产党人激荡胸怀、激发责任和担当，认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中心问

题与时代使命，认识自身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进而汇聚成践行初心使命的

澎湃动力。 

从百年党史中涵养为民情怀，践行初心使命。在百年党史中，“人民”

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

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纵观百年党史，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取向，是中国共产党一切

行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正因为我们始终关注群众的切身利益，真心实意

为群众谋利益，才使得群众的一颗红心始终向着党。学习党史，要牢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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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者”，以此观照现实、推进工作，将群众的“闹心事”作为工作的发

力点，在“群众最怨”问题上转作风，围着群众转，领着群众干，真正做

到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党史学习教育，既需要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不同的维度引导党员深化

对初心使命的认识，又需要教育引导党员结合时代环境、组织要求和个体

岗位来践行初心使命，从而实现党员在准确把握初心使命的本质要求与时

代内涵的基础上，回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需，砥砺初心使命，焕发时代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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