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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平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
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
现代化。”这段话表明，我们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实现现代
化的进程中，从“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到“中国式的现代
化”的推进，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拓展，是一脉相承又
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四个现代化”的最初提出，是依据新中国一穷二白
百废待兴又暂时做不到百废俱兴的国情基础，有重点地
选择四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方面，走自己现代化之路
的必然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形势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又暂时无法做到百废俱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只能先
从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农业等几个关键重点的方面入
手。为此，我们党制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化”就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之后，我们党又进一
步提出“两化”，将“国家工业化”改为“社会主义工业化”，
另外加上“农业社会主义化、机械化”。1954年，毛泽东在
领导起草国家宪法时明确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总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的
社会主义化、机械化”的总任务。1954年9月，在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

“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
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
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
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我国的
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
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
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
到目的。”1956 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又把“四个现代
化”写进了总纲中：“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
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从提出“一化”“二化”再到“四化”，体现了我们党根
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
路，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士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
人民生活、巩固新生政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又依
据认识和形势变化调整“四化”内容。一是把交通运输业
的现代化归到工业现代化里面；二是增加科学文化现代
化后又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党认识到现代科学技
术的重要性和对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影响，就
把“科学文化现代化”表述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三是把
国防现代化先放慢后恢复。面对世界形势向更加和平的
方向发展，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周恩来提出要把国防
工业放慢一些，直到1959年，毛泽东提出仍要加上“国防
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
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
报告》中，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
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
列”号召。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对“四个现代化”进一步的推
进，是不同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中国式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从国际国内发展现状出发，把
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实现
四个现代化”目标，调整为70年时间跨度的“温饱—小康
—现代化”“三步走”战略。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

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
代化”的新概念，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他两天前提出
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括为“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12月6日，他在
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使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们
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
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
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到
1997年党的十五大，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目标中的前两步目标已基本实
现，我们党对“第三步”发展战略进一步细化，变成时间跨度50年的新“三步
走”战略。党的十六大我们党把现代化的目标概括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
标：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
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党的十八
大之前，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探索现代化建设，并不断推进，为十八之后
党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创造性的突破，成功拓展现代化内涵奠定了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拓展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实现
了理论和实践上创造性的突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之后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行新的定位。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两步
走”战略：第一步，奋斗15年到2035年，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步，再奋斗1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这些内容比之前的现代
化目标时间提前、内涵拓展、标准提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坚持和
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国在“四个现代化”进入新阶段
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标志着我国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上更加自信。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清晰展望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
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
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加速了我国现代
化发展进程，为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实践基础、理
论基础、制度基础。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党的二十大又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
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
个中心任务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
面的现代化”，是对“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全面拓展。我们必须
按照“中国式现代化”“两步走”的宏伟蓝图，坚持“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
鲜明特征和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五大原则，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
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将彻底改写人类现代化的世界版图，重新塑造现代化的整
体格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有理由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条
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作者为淮安市委党校二级调研员）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
必须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主题

■陈 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的
所做的报告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大会的主题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
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大会主题是对大会内容和精神的
高度概括，虽然字数很少，但内涵丰富，
意蕴深邃。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
必须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主题。

大会主题的丰富内涵

大会主题的内容可以用“一个高
举、三个全面”来概括，代表的含义就
是：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
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
的目标前进，对团结和激励全国各族人
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
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把握这些问题：

1.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旗帜就是方向。我们要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精
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2.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思想就是行动指南。
新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必须
把握其蕴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坚持并
运用贯穿其中的观点、立场和方法；

3.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这是党的基
因和血脉。只有坚定历史自信，传承优
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才能确保党始
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核心；

4.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这是全党应具有的精神状
态。我们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紧跟时代步伐，
顺应实践发展，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
践；

5.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奋
斗目标。我们应紧紧抓住这个中心任
务，集中一切力量，排除一切干扰，向着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进；

6.团结奋斗。团结才能胜利，奋斗
才能成功。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大会
主题中强调团结奋斗，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新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党领导人
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新征程更加需要
我们坚持“两个维护”，团结各族人民及
海内外同胞，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
大合力。

大会主题和报告正文的内在逻辑

二十大报告的正文分为十五部分
共3万余字，主题的作用类似《党章》中
的总纲，学习时可以结合主题与正文展
开对比分析。

第一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
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这是我们的实
践基础。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充分
表明，新征程上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部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立党
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
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正式提
出两个“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
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
思主义行。这是从中共百年奋斗历程
中得出的结论。两个“行”，较之于过去
的相关论述，既一脉相承，又有新的延
展；既从过往经验中得来，又面向未来
指导发展。这再一次有力说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新境界。

第三部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
产党的使命任务”。党和国家的中心任
务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面临不同
时期的不同主要矛盾，党始终致力于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带领并团
结自信自强的中华儿女，守正创新、踔
厉奋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勇毅前
行。

第四部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五部分“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
撑”，第六部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第七部分“坚持全
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第八
部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第九部分“增进民生福
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和第十部分“推
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
方面，对全党未来的工作做出了具体部
署。

第十一部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
事的战略安排，也是大会突出的亮点。

第十二部分，“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
面”。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战略要求。

第十三部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
制’，推进祖国统一”和第十四部分“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是我们党的三大历史任务
中的两个，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

第十五部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
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这是实现中心任务的核心力
量和根本政治保证。“三个务必”是习近
平总书记对全党的教诲：务必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
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只有不
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才能谱写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作者为淮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
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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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森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体现了我
们党在领导文化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
的成功经验和形成的方针原则，也体现
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
价值追求。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既是历
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必然。马克思主
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
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历史和人民的选
择中成为了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我们党
带领和团结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胜利，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
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思想多样以及
利益多元的当今社会，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有助于我们直面回应和战胜当前意识
形态领域的种种风险与挑战，把意识形
态的“变量”转变为促进我国发展稳定
的“增量”。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不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党的历史经
验时鲜明指出，“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
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
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
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
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首先要“真
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我们
学习和研究决不能浅尝辄止，而是要下
真功夫，刻苦钻研，才能掌握理论的精
髓，才能融会贯通。其次要“真信”。在
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中，仅仅“真
懂”还是不够的，还得“真信”。“真信”更
具有根本性，只有“真信”才能使马克思
主义的价值和影响力得到正确而有效
的发挥。最后还要“真用”。“凡贵通者，
贵其能用之也”，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
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来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
发展。

正确处理一元指导思想和多样化
社会思潮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指导思想一
元化和多样社会思潮并存问题，不仅关
系意识形态导向，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方向，还关系社会主义改革
前途和命运。当今人们的思想、观念、
文化和道德日趋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更加复杂
和多样。在此背景下，如果否认多样
化，则坚持一元指导思想就失去了理论
依据和现实依据，最终会变成无的放矢
的空头口号；相反，如果否认指导思想
的一元化，任由多种思潮发展，最终多
种社会思潮并存的状态将演变成消解
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斗争甚至是激烈
的斗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思想
阵地，继承和发展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既坚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
的精华，也注重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

化的精髓，实现了文化领域的繁荣。所
以，在我们国家，我们强调坚持指导思
想一元化原则，既不会像封建社会那样
采取所谓的文化专制主义，当然也不会
像资本主义那样采取所谓的自由方针，
而是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根据各种不
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政策，从
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一元主导、多样
并存。

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进程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并不意味着死守教条，而
是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
先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
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
国气派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
次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
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
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我们必须坚
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
思想精髓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
通起来，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并开花结果，从而为实现党的二十大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供精
神力量。

（作者为淮安市委党校法政教研部
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