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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阅读：旗帜鲜明坚持和运用正确党史观

考生在平时可以多阅读一些权威媒体的报道或时评，一是对阅读素材的积累，二是对写

作手法的借鉴。展鸿教育挑选了一些文章，供各位考生阅读参考：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重大时

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在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决心，展现

了再接再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奋进姿态。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正确党史观，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提供了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遵

循。

如何看待党史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恩格斯曾说，历史就是

我们的一切。能不能正确对待自身的历史，是一个政党安身立命的基础。党史观问题，不仅

关系到如何看待党的历史，而且涉及如何立足现实、擘画未来。树立正确党史观，是开展学

习教育的前提。如果党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

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邓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这不只是

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

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

治问题。”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历史的教训应当永远铭记。

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苏联国内，在苏共党内，全面否定

苏联历史、苏共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因此，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党史

问题，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定政治立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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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总书记一

再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

的历史，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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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广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总书记说：“每

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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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在百年历

史新起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新时代牢记初心使命、坚定

理想信念、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

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树立正确党史观，就要坚持用唯物

史观来认识党的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

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邓小平同志说：“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

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

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

之上，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党的历史，就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

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毛泽东同志当年曾提出研究党史的方法——“古今中外法”，

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

史过程去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历史思维，多次强调从历史长过程

和世界大视野、从时间和空间大视角来审视我国发展。最近，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强调，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

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树立大历史观，就要把百年党史放到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史、

500 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180 多年中国近代史中，并结合世界文明史、世界现代化史

来认识，把握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历史自觉，认清历史大势，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始终掌握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树立大历史观，就要把学习党史同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的丰富实践结合起来，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

来，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不断增强历史定力，不断深化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底气。

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党的历史，就要看到百年党史的继承性、连续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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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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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不断进军的历史，是中国

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个历史是连续的、

承继的，不能割断。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

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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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改革、发展。

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党的历史，应该把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

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

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

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

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

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

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党的历史，就要把百年党史看作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是

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永葆初心，才能走得远。”中国共产党从登

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湖南汝城县沙

洲村的徐解秀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

的人。百年党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

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

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准确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学会区分本质和现象、主流和

支流。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

满曲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在中国这样的社会

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要靠攀登者披荆斩

棘、开辟道路。探索就可能会出现曲折，就可能会产生失误。如何看待曲折、失误？这是党

史观的重大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

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

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

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与此同时，承认失误和错误并不是要否定我们

党百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

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要坚持以我

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

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

史任务，这两大历史任务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主线。百年党史，是党团结带领人

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是党坚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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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

发展壮大的历史。简言之，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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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百年党史的主流本质。学习百

年党史，就要以史为镜、以史明志，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

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弄

清楚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刻领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

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真理性，增强自觉贯彻

落实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性；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

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旗帜鲜明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现在，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

史、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史，

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有的以庸俗、低

俗、媚俗的手段来涂抹历史人物与事件，丑化党的领袖和英模人物，对刘胡兰、董存瑞、黄

继光、邱少云、雷锋等进行“戏说”、“恶搞”，等等。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伎俩，无非是

用我们党百年历史中的枝节片断和表面现象，来否定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看似

揭示了所谓历史真相，实则掩盖了历史真实，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历史

虚无主义谬论从来不是什么学术问题、理论问题，而是包裹着学术理论外衣的政治问题，其

本质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上，广大党员干部头脑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

立场要特别坚定。无论遇到什么风浪，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根

本问题上都要一以贯之，决不因各种杂音噪音而改弦更张。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否定党的领

导、歪曲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

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知所从来，方知所去。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座富矿，蕴藏着党取得伟大成就的密

码。我们要以正确党史观为引领，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把学习党史同总结

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让初心融入血脉、把使命扛在肩头，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更加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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