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百年党史，做追求真理的青年科学家

从 1921 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算起，到 2021 年，中

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这一百年，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从灾难

深重的旧中国黑暗岁月中一步一步走出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

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艰难探索，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国家里，能够把如此众多的各族人民凝聚成万众一心的力量，朝着一个正确而坚

定的方向团结奋进，只有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很难想象中国会在

这一百年里，出现如此举世震惊的根本变化。

风雨百年，青史可鉴。回首光辉历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

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

己的行动指南，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

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

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通过学习

党史，我们要找到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从党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我

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也是经历了许多磨难和挫折。例如中国共

产党早期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例如，李立三奉

行苏俄时期城市暴动、飞行游行的革命方式，争取一省乃至数省革命的胜利。在

此思想指导下，中共早期三大起义均告失败，给党与革命事业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王明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倒背如流，但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不甚熟悉，认为应该

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苏联的经验直接指导中国革命，对于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

理论加以排斥，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其教条主义思想在土地革命时

期的党内一直得到贯彻，最终间接导致了中央苏区的丢失。博古继承了王明的教

条主义思想，在苏区推行政治、经济上一系列“左”倾政策，削弱了党在苏区的

统治基础。军事上先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后任用德国人李德，以阵地

战的经验来对抗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大举“围剿”，最终导致中央苏区陷落，红军

被迫长征的结局。早在 1930 年 5 月，毛泽东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

主义思想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



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

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阐

明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意义，以及调查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和一些技术细节，

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

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做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我们需要“本本”，但是

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摆脱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中国的革命事业才开

始蓬勃发展起来。回顾百年历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秘诀和法宝。

作为一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深深体会到：中共党史的宝贵经验财富“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认识论、方法论，更是实践论，同样适用于

我们的科研工作。其中，“解放思想”要求转变思路、理顺机制、瞄准目标，集

思广益推动科研工作上新台阶。要进行科研机制改革，想办法调动各个科研机构

与广大科教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还要紧抓科技主攻方向与重点领域，加强顶

层设计，规划好、谋划好重大项目。“实事求是”是科研工作的第一规范，科学

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求真求实的过程。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拥有诚实的心态，在研究

过程中如实地记录一切观察到的现象，不能有任何虚假的行为。“与时俱进”要

求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我们要瞄准并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求真务实”是马

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对科学研究来说，求真务实是其本身

内在的含义。科学研究是一项揭示本质、把握规律、创新知识的活动，是一个探

求真理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现实世界，必须

从事实本身的联系来把握事实。

通过党史教育学习，我受益匪浅，我将学到的中共党史的宝贵经验用于指导

今后的科研工作，继续努力，不忘初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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