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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党史 坚定不渝信念 凝聚前行力量 

吴伟 

“两学一做”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基础，我认为是对党史的

深入学习和正确认识，而其核心又在于在时代背景下的理性

认识。如果简单拿今天的观点去“套装”历史事件，就不能得

到正确认识，也就是对党史没有学到位。2016 年，结合党和

国家重大主题，我深入地学习了党在长征前后的历史，重新

槃缅怀了那段波澜壮阔、艰难困苦而又凤凰涅 的历史画卷。

学习过程不单是历史知识和人文掌故的丰富，是对那些不甚

了了、张冠李戴、百密一疏的尝试性知识的“考据”或“勘误”

过程，更重要的是一次精神洗礼的过程。通过学习，得到了

以下三点重要启发。 

（一）砥砺品格，以理想和信念引领前行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一旦出现星火，便可燎原，愈发兴旺

发达，虽经千回百转，依然砥砺前行？显然，理想和信念是

力量之魂，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源。理想和信念在红军每个人

身上表现的程度有区别，随着时间推进也可能会有变化，但

在部分核心人物的身上必然是一以贯之、矢志不渝的，因为

哪怕是理想阵线的稍微动摇，都会在不断出现的危险时刻表

现出来，换句话说，“出轨”的机会太多了。今天面对灯红酒

绿的繁杂生活，我们依然要坚持对党的事业和国家前途命运

的不懈追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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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读党史、军史，对于我们明了过去的路、看清未来的路、

走正自己的路都极具价值，因为“我们不管走多远都不能忘记

为什么出发”。砥砺品格还包括个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勿

以恶小而为之”的要求，严守底线，严把思想和道德的禁区，

讲求表里如一。 

（二）登高望远，以强烈历史感识人做事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说的是时空感对认清时势和谋划时事的重要性。一、四方面

军汇合后又分裂，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毛泽东对紧追不舍的

四方面军同志说：“我们是要北上的，你们愿意走，我们欢迎，

你们要南下，我们不阻拦，但我相信你们最终会回来的。”

（类似语）充分体现了海纳江河的气度，当然这只是一个历

史细节。无论是党和国家或者团体个人，登高望远考虑问题

则必有大格局，正所谓“格局决定结局”，没有格局必然汲汲

于蝇头小利，表现为急功近利。大国大党必有大格局，为人

民谋，为国家谋，以至为世界和平谋，这是宏观的格局；不

计眼前利益得失，团结一致向前看，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

新的挑战，这是微观的格局，也是我们切身的格局。 

（三）贵之以恒，以不懈精神开展工作 

记不清是谁说过，“一个缺少悲剧的民族……”，总之是

非常严重。无疑，长征是红军发展中的一段悲剧，并且在这

个很大的时空中，还发生过很多的悲剧细节，8.6 万人减少

到不足 1 万人（仅中央红军）是这种悲剧的集中体现，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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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来，就有了赢得胜利的机会。国难兴邦，道理在哪里？

德国、日本、中国、以色列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所谓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受难”过程是各方面得到充分锻炼的过程，

槃也是涅 的必经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我们今年依然

在长征路上，也就依然需要长征精神。从个人来来，长征精

神中意志与品格的锻造过程尤使人惊叹，红军常常以超过常

人的生理极限的精神与大自然搏斗，在杳无人烟的草地，在

空气稀薄的雪山，飞夺泸定桥的争分夺秒，等等。做工作，

谋事业，必须在“恒”字上下功夫，坚持到底，在不能坚持的

时候再坚持一下，必然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总之，以红军长征史为代表的党史，是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宝藏，我们能从中汲取无

尽的力量，并坚定不渝的理想信念。思想认识的红线必须长

期坚持，不断明确，才能有效抵御各种理想信念上的各种风

险挑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全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