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有感

1921 年 7 月 1 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日子，2021 年我们

将迎来党的一百周年华诞，中国共产党从创建走到现在，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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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等，为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指明了正确方向。在学习党史过程中，我对“赶考精神”及其

中提到的“两个务必”感触颇深。

一、“赶考精神”的由来

经历了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战，中国共产党即将完成农村包围城市、

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如何在伟大胜利面前保持清

醒头脑，如何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执政考验、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

宗旨，如何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危险。

1945 年 7 月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对话，其间谈论到中国

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坚定地回答：“我们

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

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赶考精神”，要对当时面

临的考验，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二、“赶考精神”中提到的“两个务必”的内涵及意义

针对当时中国面临的紧急情况，毛泽东主席在“赶考精神”中发

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



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

神，要着眼大局，服从大局，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新世界等

革命精神。这“两个务必”的革命精神是以往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也是我们现在做好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延续。

“两个务必”是在战略决战的殊死搏斗中产生的，是夺取全国

胜利的前夜产生的，是党中央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特定条件下产

生的，有大决战硝烟的洗礼，有迎接胜利喜悦的撞击，有摧毁旧政权、

建设新政权的各种困难的挑战，有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得心应手、炉火

纯青经验的升华。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是中国历史上最生

动、最活跃、最威武雄壮的一幕，因此，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

的革命精神更具有创造力和表现力。

“两个务必”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

精神和时代精神与时俱进的理论精华。深入研究“赶考精神”的科学

内涵，便于理解西柏坡精神的博大精深，展现其崭新的时代特征。在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和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背景下，“赶

考精神”集中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应对胜利挫折和执政考验，客

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新中国的执政能力和建设信心。

三、“两个务必”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

当今，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与当年考题有所不

同，主要包括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

验。为了防范和化解新时期党执政面临的五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广大

党员干部必须学习和弘扬“赶考精神”的核心内容和解答考题，不断

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全面夺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

伟大胜利，努力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最大的考题就是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代出考题，人民是考官，我们党是答卷人。

因此，答好新时代之问、新时代之考，“赶考精神”依然放射着真理

的光芒，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新时代，弘扬“赶考精神”就是要不

断检验我们党的初心筑得牢不牢，延续的好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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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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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团结凝聚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密码，是中国共产

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成功之匙。因此，必须时刻提醒每一名

党员入党时的誓言，坚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的理想信念。

新时代弘扬“赶考精神”，有利于检验纪律和规矩执行的严不严。

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

总结党的纪律建设经验，针对赶考前夕面临的新形势，系统地制定了

一系列党的纪律规矩，为我党的纪律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3

年 7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新时代弘扬“赶考精神”就是要时刻不忘考纪，严格执行党的政治规

矩。讲政治规矩首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

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这与西柏坡时期纪律规矩建

设是一脉相承的。新时代，弘扬“赶考精神”就是要时刻检验纪律规

矩执行达不达标，合不合格。



新时代弘扬“赶考精神”，就是要不断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观。2013 年 7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指出：“从实现‘两

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

‘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

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

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新时代弘扬“赶考精神”，需要我们加强学习，提高本领，善于

创新，提升综合能力。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很快，当代中国发展变化也

很快，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加强学习是认识好、解决

好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学习任务不是轻了，

而是更重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

新学习，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地提

高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提高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成真。因此，弘扬“赶考精神”，

就是要提高学习能力，从而增强对纷繁复杂局势的驾驭能力，提升党

的执政能力。

四、发扬“赶考精神”，按“两个务必”严格要求自己，情系患

者，从我做起

毛泽东等老一届革命先辈把赴京担当起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当作

是“进京赶考”，旨在提醒全党要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始终保持

党的本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时刻牢记“两个务必”并坚决执行。

努力铸就过硬的作风、顽强的意志、高超的医术和科研能力，敢于担

当，积极应对工作中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谦虚谨慎，始终在工作和

生活中坚持低调做人、认真做事。不骄不躁，把个人利益看轻、把工



作看重。艰苦奋斗，厉行勤俭节约，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始

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作为一名临床医学工作者，多年来我始终

保持着“情系患者”的情怀，努力做到密切贴近患者，赢得患者的信

赖，在思想上尊重患者，行动上深入患者中间，工作上为了患者，真

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患者的根本利益，做患者的朋友和贴心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

肩负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虚心向前辈学习，在学术研

究、临床实践、思想品德上，“传帮带”好学生，让学生学有所获，

学有所成。进一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紧跟时代气息。理论联系实际，

查找自身不足，明确努力方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践行，

真正体现出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同时主动进行自我剖析，发现自身

不足，虚心接受。从他人意见中看清自己平常没有察觉或没有引起重

视的缺点和不足，善于聆听，虚心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在今后工

作和生活中，要加强理论学习、道德修养，狠抓工作落实。扎扎实实

做事，严格要求自己。我会严守党的纪律，保持廉洁本色，时刻自重、

自省、自警、自励，始终维护一个优秀医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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