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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自我革命是习近平总书记

“1·5”讲话的“文眼”，引人注目又

促人深思。近几年来，习近平总书

记屡屡强调自我革命。2016年，他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

会上强调，“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

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 

“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

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

题”。2016年底，他在中央政治局

民主生活会上强调，“中央政治局

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

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

战士”。2017年2月，他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对自我革命进行了展开阐述。而

在“1·5”讲话中，他再次对自我革

命进行了深化和展开。习近平总

书记在重大场合多次坚持这样的

论述，尤其是连续两年在重大会

议上阐述同一个重要论断，是前

所未有的。这个论断意味深长、意

义重大。

自我革命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的深刻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

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

已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

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

已经说明了；但是，能不能在日益

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

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还需要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继续作出回答”。在本质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回答，

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

问题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一直寻求如何解

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

问题。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回

答是民主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回答

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以史为鉴

的深刻反思。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

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

状态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

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

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要解决

这些“不容易”的问题，就要用“不

寻常”的方法，就要用自我革命。既

要强化外部监督，让人民当阅卷

人，倾听人民呼声、虚心接受人民

监督；又要强化内部自省，保持先

进性和纯洁性，做好时代的答卷，

从而自觉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

评、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创业艰难，守成不易。世界上

许多有过不凡历史和业绩的老党

大党衰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忽视自

身问题，革别人的命易，革自己的

命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

革，然而越是在取得成绩的时候，

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

有居安思危的忧患，要以“愈大愈

惧，愈强愈恐”的态度对待自己，增

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

自我革命是对共产党根本性质

的深刻认识

长期执政需要革故鼎新，正

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然而并不是任何一个政党都愿意

进行这种革命，都能够进行这种

革命。有的党出于自己的利益拒

绝这种革命，有的党则在变革中

导致自身的衰落乃至消亡。中国

共产党则不同，既能主动地进行

自我革命，也能在这种革命中不

断强大，这是由党的根本性质决

定的。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

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是我

们党最大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拥有自我革命的

基因。理论上，中国共产党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具有批判

性和革命性，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

提升。自我革命是刀刃向内，意味

着自我否定。但这种否定，不是形

而上学的否定，而是一种辩证的否

定；不是要改弦更张，而是在不断

扬弃中继续前进。品质上，中国共

产党大公无私。无私方能无畏。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之

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

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

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

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

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

自我革命：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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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

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

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

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历史

上，中国共产党因革命而生，在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

保持生机勃勃的自我革命品格。在

抗战胜利前召开的党的七大，我们

在会场悬挂的党旗的旗座上写着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

会上，毛泽东形容夺取全国胜利为

万里长征第一步，提醒全党务必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革命的

精神流淌在党的血液中，熔铸在党

的基因中，贯穿于党领导伟大社会

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是革命者，不能丧失而要永葆

自我革命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更有自我革命的

勇气。要敢于自我革命，就要有自

信，有自信才有底气。如果没有自

信，就会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下不

了决心，使不上力气。正是因为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我们党才敢于提出自我革

命，既有自我肯定的自信，又有自

我扬弃的自觉；既有坚守自我的定

力，又有革新自我的魄力。

自我革命是对当前党建问题的

深刻认识

全面从严治党要勇于自我革

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

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

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

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

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

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

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

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

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

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

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正是以自

我革命的精神抓党建，坚决地改变

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使得我们党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

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

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了党和国家

事业的历史性变革。

自我革命是解决党建面临问

题的痛彻手段。新时代新使命要求

党建要有新气象。打铁必须自身

硬。然而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我们

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

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

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

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

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

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

验、市场经济考验以及外部环境考

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

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

险、脱离群众危险以及消极腐败危

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要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就要坚持问

题导向，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

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

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

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

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

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

要在自我革命中锻造伟大的

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时

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

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

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尤

其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要

将自我革命贯彻于新时代党的各

项建设之中，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

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全

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

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

败斗争。

要在自我革命中推进伟大的

社会革命。因循守旧，只能复制一

个旧社会；守正出新，才能创造

一个新世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

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

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

续。要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胜利，我们必须保持

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我们

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

继续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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