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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党的光荣传统 赓续伟大建党精神
———兼论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

李 捷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首次概括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境界与人

生境界的高度统一、精神标尺与实践标尺的高度统一、真理追求与价值追求的高度统一。伟大建党精神源于伟大

的民族精神,又将中华民族精神推向新的时代高峰。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完整过程中形成的,

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的建党革命实践中推动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是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是在长期奋斗中锤炼出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伟大建党精神既通过对红船精神的再凝练与

再升华,将红船精神融入伟大建党精神之中,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外延。这是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革

命精神谱系、鲜明政治品格、显著时代标识的认识的全面升华与深化,把我们党对建党过程和建党精神的认识提升

到一个新高度,把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体现了守正创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

进的新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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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概括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强调它是中国共产

党的精神之源。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在新时代继承党的光荣传统、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统筹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长征之路,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一 不断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丰富内涵的认识

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

人民”①。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根和魂。真理就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理想就是作为党的最高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

和魂,决定着党的根本性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

义行!”②丢掉了真理与理想,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

题,需要常修常炼,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奋斗目标。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决定着党的根本宗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③。忘记了初心和使命,就会脱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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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就会一事无成。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大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革命气概。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

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

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
懈奋斗。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必须弘扬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斗争风骨和斗争智慧。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所在、命脉所系、力量所依。理想信念坚定和对党忠诚是

紧密联系的。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词

典里,党性和人民性是高度统一、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

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以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胸怀远大目标,牢记“国之大者”,随时准备为党

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①。
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既标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形象,标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标准,也标

定了共产党人进行党性锻炼的标准,标定了成为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标准。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境界与人生境界的高度统一、精神标尺与实践标尺的高度统一、真理追求与价值追求的高度统一。
二 不断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历史渊源的认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着5000多年从未间断的发展历史,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并在漫长的历史

过程中,铸就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始终是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继承者,也是伟大民族精神的最

好弘扬者。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源于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即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

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又将中华民族精神推向新的时代高峰②。
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人把这种伟大创造精神发扬光大,转化为“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的实践伟力。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旧中国③,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本身就是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主心骨和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从此照亮茫茫

中华大地,社会主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带来了光明前景。这些伟大创造,都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

局。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

宏的史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
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人把这种伟大奋斗精神发扬光大,转化为“不怕牺

牲、英勇斗争”的大无畏革命气概。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

业的100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0年。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没有奋斗,就没有成功。100年来,
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挑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

难曲折,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
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人把这种伟大团结精神发扬光大,转化为“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的强大感召力和强大凝聚力。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华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根本前提和

可靠保证。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确保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的坚强基石。我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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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

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

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与此同时,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

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要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

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

兴的磅礴力量。
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人把这种伟大梦想精神发扬光大,转化为“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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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100年来,践行这个初

心和使命,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用近30年时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用40多年时间进行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战如期打赢,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下一步,到2035年,我们党要团结

带领人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这个关键当口,容不得任何停留、迟疑、
观望,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鼓作气、继续奋斗。

三 不断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形成过程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

源。”①

这段论述,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
首先,伟大建党精神是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完整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是先后在上海石库门和浙江嘉兴红船上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完成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崭新一页。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31日瞻仰上海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时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

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②。他在瞻仰嘉兴红船时又表示:在浙江工作期间,我曾经把“红船精神”概括为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我们要结

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③。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最重要的标志性历史事件。这并不是说,其他的过程并不重

要。恰恰相反,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完整过程中,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发源地、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策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红楼,以及这一时期在国内和海外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等,都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第二,伟大建党精神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的建党实践中推动形成的。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犹如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和共产

主义,播撒到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陈独秀创办革命期刊《新青年》,迅速将它由新文化运动的思想

旗帜,发展为五四运动时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重要的思想条件。李

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从1918年7月起,他先后发

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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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李大钊创办《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还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发表的《再论

问题与主义》等文章,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人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优秀品格。在建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中,《共产党宣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

把它用中文全文翻译过来的是陈望道。1920年2月,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家中,秘密翻译《共产党宣言》。
他全神贯注、夜以继日地翻译,把粽子蘸着墨汁吃掉却浑然不觉,还说:“够甜,够甜的了!”“真理的味道非常

甜”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一段佳话。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捕。他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

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②董必武是和毛泽东一起登

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党的一大代表。他曾经是晚清秀才,武昌起义时毅然弃笔从戎,追随孙中

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然而,人民和民族的悲惨命运,促使他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真理。“触于眼帘,即市井萧

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人以幸生苟免为心”③。正是对人民、民族的初心和使命,使董必武最终由爱国主义

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济南地区早期组织的创始人。1921年春,他和邓恩铭等

发起创建济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他激情赋诗,表达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

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④他原名为王瑞俊,也因此改名为王尽美。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不怕牺牲、慷慨赴死的典型,树立起理想

信念坚定的标杆。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创始人,并出席党的一大。当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走

上反苏反共道路后,1942年夏,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不顾个人安危,把自己

列入最后一批撤离名单,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陈潭秋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陈潭秋坚

贞不屈,直至1943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狱中。张太雷是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员,
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是大革命时期党的卓越领导人,也是少数见过列宁的中国共产党人之

一。在大革命失败关头,张太雷担负起领导广州起义重任。1927年12月12日在乘车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

时遭敌人伏击,不幸牺牲,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

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

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⑤为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巩

固,毛泽东牺牲了六位亲人,包括他的妻子杨开慧烈士和他的长子毛岸英烈士。
总之,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开创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全面完整地领会伟大建党精神,不

仅能够更加准确、更加全面地还原历史,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更加立体化、多层次、多维度地认识伟大建党

精神形成的历程,从而更加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包含的深刻哲理与崇高境界,更好地发挥党史的必修课、
教科书、营养剂作用。

四 不断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认识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对此,要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完

整地领会其精神要义。
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近日,中共中央批

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包括: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

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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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30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纪念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董必武同志》,《人民日报》2016年3月7日,第6版。
《王尽美:尽善尽美唯解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数风流人物)》,《人民日报》2021年5月6日,第4版。
王为衡《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历史沿革》,《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第56页。



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

神(孔繁森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
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

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

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①。
二是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锤炼出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对于这些政

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作了重要论述。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

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沙,我们党能够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

今天的9100多万名党员,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
面从严治党不放松,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②又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旗帜鲜明

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

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③对于伟大

建党精神锤炼出中国共产党人哪些鲜明的政治品格,以及两者关系,需要我们很好地加以梳理和总结。
三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不同时期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了

四个时期显著的时代标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形成了“浴血奋战、百折

不挠”精神,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了“自力更生、发愤图强”
精神,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了“解放思

想、锐意进取”精神,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

了“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精神,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成就,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由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四个时期创造的

特色鲜明的精神标识,是推动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强大实践伟力。
伟大建党精神是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中产生的,又是需要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

的,不可能静止不变。上述三个方面,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展开和发展。每一个方面,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但这些发展,本质上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展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
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
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④

五 准确把握和不断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关系的认识

在准确把握和深化伟大建党精神中,必须处理好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在基本内容上,在精神实质上,正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
应当看到,无论是红船精神,还是伟大建党精神,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期为弘扬中国共产党创建

时期的革命精神提出的重要论断。两者的内涵与精神实质,是高度一致的。例如,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红船精

神中概括的“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同伟大建党精神中概括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红船精神中

的“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同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其
精神实质是完全相同的。又如,红船精神中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虽然没有直接落实到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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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人民日报》2021年9月30日,第1版。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求是》2021年第7期,第8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强调 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坚守人民情怀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2月26日,第1版。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求是》2021年第7期,第13页。



建党精神的内容表述上,但其精神实质已经渗透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涵盖了红船精

神的主要内容,并且在精神实质上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我们需要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在两个概括的前后联系上,正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

关系。
应当看到,红船精神的提出,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括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既包括理论上

的,也包括实践上的。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

列》的署名文章,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把“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

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①。
这一概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推动了对以红船精神为代表的建党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产生了非常广泛

的影响。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后明确提出“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②,有
力地推动了新时代对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的大力弘扬。

同时,也正是在对红船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中,产生了对进一步凝练概括伟大建党精神的强烈愿望与迫切

需要。
应当看到,对于像伟大建党精神这样的源头性党的精神的提炼概括,的确需要一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这样的历史性场合,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概括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恰逢其时。
伟大建党精神的概括提出,是对红船精神的升华、创新,把我们党对建党过程和建党精神的认识提升到

一个新高度,把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体现了守正创新、既一脉相承又与

时俱进的新时代要求。
伟大建党精神在内涵上,不仅概括更加精准,思想蕴含和历史蕴含更加丰富,内在逻辑更加紧密,而且增

加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新内容。
伟大建党精神在外延上,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建党过程中和伟大建党精

神形成中的突出贡献,而且包括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程,包括了所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过历史

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
总之,通过对红船精神的再凝练与再升华,将红船精神融入伟大建党精神之中,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与外延,概括提出伟大建党精神。这是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革命精神谱系、鲜明政治品格、显著时

代标识的认识的全面升华与深化。
今天,突出宣传好、弘扬好伟大建党精神,是我们党的重要政治任务。同时,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统领,以

伟大建党精神的宣传和研究为重点,在新时代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同弘扬红船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是“继续

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③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党的

理论工作者应尽的时代责任。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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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第3版。
习近平《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98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