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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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委员兼党工小组组长学习体会

一、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

中国共产党于 1921 年 7 月 23 日创建后把 7 月 1 日作为诞辰纪念日，是毛

泽东同志于 1938 年 5 月最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

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最

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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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1.党的建立过程回顾：

1920 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

1921 年 7月 23 日—31 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 年 7 月 23 日，党的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

迫休会。7 月底，党的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

李达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做向导，从上海乘火车秘密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

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转登王会悟预订的游船，在船上，通过了党的

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 纲领规定：党的名称是

“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

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本任

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诞生了全新的、以马

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

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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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

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1941 年 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

指示》，这是全党第一次大规模纪念党的生日，也是中央文件中正式规定“七

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此后，在 7月 1 日纪念建党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2．党的名称由来

1920年 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1920

年 9 月 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

党”为“社会党”，后改称为“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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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研讨了共产党

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公开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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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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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华诞。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历史就没有“根”，

不正确认识历史就没有“魂”。在建党百年之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史，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等重大问题，为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深刻内涵和核心要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行动自觉，把党的历史学习好、领会好、传承好、发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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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彰显了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强大真理力量，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特的思想

魅力，体现出宏阔的历史视野，坚定的人民立场，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强烈的历

史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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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

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使中国人民

有了前进的主心骨。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

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战胜各种考验，付出巨大牺

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

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

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中国走过的历程，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

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

上不能忘却、不容忽视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

前进的现实基础。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顽强奋斗的英

雄人物、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这些伟大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

成部分，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

涵，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

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

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

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

的生活。



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展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历

史使命感。他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

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党面临的“赶

考”远未结束，必须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要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发扬斗争

精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谱写新发展阶

段的新篇章。

在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

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

威至关重要。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时，他强调，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

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

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要把党和人民的实践及其经验，当作时刻不能忘、

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

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

学习党史、国史，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

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

对开创未来都十分必要。这就将党史提到治国理政“必修课”的战略高度，深

刻阐明了党史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

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我们要通过学习党史、国史，认识和把握革命、

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丰富经验，获得思想的启迪、知识的武装，提

高工作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

变了就变了质。”他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在学以致用中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的奋斗精神，

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自觉接受红



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把学习党史与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结合起来，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在学党史中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三、几点学习体会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要认真落实中华医学会理事会党委指示，分会

党的工作小组和分会办公室要努力履行职责，认真组织全体分会委员、学组委

员和工作委员会委员带头学习，并带领全国心血管同道深入学习党史。我作为

第 26届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第 11 届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及党的工作小

组组长、49年党龄的老党员，要带头在学习党史中坚定信仰信念，自觉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致力献身于国家重大需求。要带头在学习党史中弘扬党

的光荣传统，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勇挑重担、真抓实干的

自觉行动，履行白衣天使的职责，永葆我们中国心血管人“情系患者”的深厚

情怀，为实现中国人的心血管健康而努力奋斗。要带头按照党的 19 届 5 中全

会部署，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在学习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攻坚克难、开拓

创新的奋斗精神，埋头苦干，砥砺奋进，努力实现 0 到一的原始创新，为实现

高水平医学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医学科技强国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

建党一百周年！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分会党的工作小组组长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及 Cardiology Discovery 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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