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党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摘要）

及 CSC 青年学组副组长徐凯学习体会

一、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

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不畏艰难

险阻，不惧流血牺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

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光辉历史、在最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执政 70 多年、拥有 9100 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得到了 14 亿中国人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于

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正是风华正茂！我们要认真回顾走过的路，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

命，植根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只要我们党始终

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

就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党的建立过程回顾：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的爱国学生开展了集会、游行、罢课等

活动，反对北洋政府准备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最终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并取

得了胜利。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思想上、干部

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1920 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开始酝酿建党的问题。在法国



留学的蔡和森则明确提出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

的帮助下，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的先进知识分

子，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在法国和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也成立了

党的早期组织。

1921 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

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便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

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并选举产生

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

2．党的名称由来

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 年 8 月

13日和 9月 16 日，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写的两

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他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

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对西欧

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

其中包括“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给蔡和森

的回信中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

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也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

“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3．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全部活动的理论体系，

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理论基础。1945

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这是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党章的形式对党的指导思想做出明确规定；1997

年党的十五大，党章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的指导思想；2002 年

党的十六大，党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的指导思想；2012

年党的十八大，党章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的指导思想；2017 年

党的十九大，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

的指导思想，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中

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

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

力量，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学习党的历史，确立正确的党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至关重要。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学习党的历史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为什么要学习党的历史、从党的历

史中学习什么、学习党的历史要达到什么目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

我们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

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



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

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

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

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形成和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

实记录。学习历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读史可以明

智，知古方能鉴今。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又从今天走向明天的。

过去、现在、未来是相通的。只有了解了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

只有正确认识了现在，才能科学把握未来。

正因为如此深刻地认识到了党的历史的这个功能和作用，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反复强调学习党的历史对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

要性，对人民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性，对党的各

级领导干部总结历史经验、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性，对全社会正

本清源、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

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

出发。”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不忘历史、不忘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都是我们党对党的历史的一贯立

场和态度，体现了我们党对学习应用党的历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

认识。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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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

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三、几点学习体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 50 多人的小党，发展到今天拥有 9100 多万

党员的大党，并且依然风华正茂、充满朝气活力，成为世界瞩目的政

治奇观。究其原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

力。”

“党的初心”这个重大命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首次提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入阐

发的。他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后，语

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党已经走过了 95 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

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

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

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里所讲的“初心”，指的是“建

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其内涵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里所强调的“不忘初心”，就是“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需要指出的是，在习近平总书记

之前，还没有人提出过这个命题。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党建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同样也可以说，

“党的初心使命”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概括，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概念。

这次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

一步把党建立时的“初心”和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深刻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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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改革，都和人民心心

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历程，无论是

反对主观主义，还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实践

为基础、以民族复兴的大业为依归；中国共产党百年加强自身建设的

历程，无论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还是反对腐败、纠正歪风，都是

为了人民、为了民族。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使命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各个阶段的全部历程，这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

使命的历史”，意义重大。这一结论，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历经百年坎坷依然风华正茂的根本原因，而且深刻阐明了中国共

产党怎样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创造更大辉煌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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