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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善

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

史时期，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和历史逻辑，选择并确立众望所

归的领导人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赢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

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确立

了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

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两

个确立”的重大论断，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论断意义重大，为百年大党砥

砺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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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指出：“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在

其斗争过程中会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看来

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１］７２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关键因

素之一，就是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

历史时期，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

求和历史逻辑，选择众望所归的领导人确立为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领导中国共产

党排除千难万险，跨越激流险滩，克服艰难险阻，

赢得百年辉煌。

　　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赢得中

国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

立社会主义制度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横空出

世。中国共产党要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东方大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面临着空前严

峻、空前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选择熟悉中国国

情和中国特点、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理论造

诣、具备广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政治智慧、积

累有丰富的克敌制胜经验和各方面斗争艺术的

革命领袖。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能够承担这

样的历史重任。

１．中国革命艰难曲折，历史发展呼唤合格

的卓越的深孚众望的领袖人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领导中国革

命的伟大斗争，领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展风

起云涌的土地革命，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

地，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由于中国共

产党尚未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特别是没

有选出众望所归的核心人物，因此中国革命多

次在胜利发展中遭到重大挫折———大革命轰轰

烈烈却因为党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在蒋介石、

汪精卫突然叛变革命时，缺乏应对措施而遭到

失败；土地革命战争蓬勃发展却因为“左”倾教

条主义统治中央，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原来的革命根据地进

行长征。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中央红

军）长征的过程，也是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

来军事指挥方面经验教训的过程。红一方面军

在毛泽东等领导下取得第一至第四次反“围

剿”胜利、在“左”倾教条主义者与共产国际派

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被

动挨打遭到失败的事实，以血的教训有力地教

育了党和红军尤其是中央领导机关。从红一方

面军高级指挥员到中央绝大多数领导成员，大

家逐渐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毛泽东的领导和

指挥才能扭转危局，才能使党和红军摆脱困境

转危为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关于进

军方向问题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

会议，一次又一次明确地肯定和批准了毛泽东

的正确意见，一次又一次否定了李德等人的错

误意见。这说明，由中央专门召集一次会议集

中讨论关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原因的

条件已经成熟。而毛泽东在红军面临危境时扭

转危局的正确主张，也愈来愈多地为中央领导

成员所接受和支持。

２．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共中

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正

确领导下的胜利发展与在“左”倾教条主义错

误指导下导致惨痛失利的事实，沉重地教育了

中央领导机关中部分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

同志。长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部分犯了“左”

倾错误的领导同志逐步认识并抛弃“左”倾教

条主义的过程。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

的思想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回忆

说：长征出发后，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在

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他们解释五次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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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他很快

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

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２］。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与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谈话

时明确指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

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２］张闻天、王稼祥

的鲜明立场和坚决态度，是中共中央和红一方

面军要求改变“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尽快

摆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局面，请毛泽

东出来领导中国革命的愿望，在中央领导机关

的反映。这表明，改变“左”倾教条主义的领

导，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全党、指挥红军的条件

已经成熟。１９３５年 １月，红一方面军突破乌

江，攻取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遵义召开

一次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统一思想，

部署下一步战略方针等问题；特别是研究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红一方面军为什

么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等问

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举行

的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

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遵

义会议最后一天，讨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

等重大问题，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

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

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中央政治局）

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

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

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

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

毕后中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即分工，

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

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中央政

治局）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即张闻天）同

志代替博古（即秦邦宪）同志负总的责任。”［３］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全权指

挥军事的红军最高统帅部新的“三人团”成员、

红军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作为党代

表具有指挥作战的最后决定权）。遵义会议实

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

历史转折，反映了长征中党和红军的共同心愿。

从此，中国革命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３．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

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

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

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

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

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

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

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

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

点”［４］。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

稚病》中指出：“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

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

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

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

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５］遵义

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

重要基础。从此，中国革命进入胜利发展的

“高速公路”，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战胜

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首先完成

长征。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

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将中国革命重心由南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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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北方，进入准备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前沿阵

地。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

针，领导“一二·九”运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全国性抗日战争爆

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红军主力改

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建立一系列抗

日民主根据地，开辟了辽阔的华北抗日战场。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

辟一系列抗日游击根据地，直接威胁日本侵略

军占领的上海、南京、杭州等核心地区。华南抗

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琼崖

纵队和香港九龙游击大队，在南方地区直至香

港九龙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

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成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进

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

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赢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彻底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正确应

对国内外形势，领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经过战

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歼灭了国民党军

精锐部队。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南京，攻

克上海，席卷江南，向全国进军，解放了中国大

陆和除了台湾等岛屿的所有地区，实现中华民

族空前的领土完整和统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与中国具有相同历

史命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

人民，提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中国革命道路”，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

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性土地改革运动

彻底挖掉封建土地制度的“老根”，实现了孙中

山提出而未能实现的“耕者有其田”，彻底解放

了农村生产力。毛泽东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

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不要四面出

击”，全党全国集中精力迅速恢复因长期战乱

造成的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在社会主义发展

史上，史无前例地完成马克思、列宁设想的用和

平赎买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的任务；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惊涛骇浪中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急剧

发展的中国革命中砥砺前行，犹如大浪淘沙。

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惊涛骇浪中被淘汰的

是“沙子”，被中国革命精英选择出来的是“真

正的金子”。中国革命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是关键时刻的重要选择，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

中国革命选择毛泽东决定了长征的走向、中国

革命的走向、中国共产党的走向、中国近现代历

史的走向。这个正确的选择决定了中国革命的

命运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命运，决定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

毛泽东集中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形成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理论

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确立邓小平的

核心地位，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世界形势发生重大

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在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

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把握天下大

势，果断抓住机遇，实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性

转折，中国大踏步赶上了世界发展潮流。

１．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

就，也经历了艰难曲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独立的比

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大批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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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创造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了经济落后国家在革命成功后迅速建成

社会主义的样板。中共八大总结了革命和建设

的丰富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遗憾的是，

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

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

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

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

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

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

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

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

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

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

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

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

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

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

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

‘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４］

这时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社会主义既不能走

“文化大革命”的死路，也不能走“文化大革命”

前的老路，必须根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的世
界发展变化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路。

２．邓小平发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
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粉碎“四人帮”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的
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历史发展呼唤核

心、呼唤新的理论、呼唤新的道路。在这种形势

下，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５日的中央工
作会议，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提出和解决了一

系列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央工作

会议闭幕时，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

这次会议，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实现现

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全党的工作

重心转移问题、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以及许多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

前看”的主题，提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必须解放思想，“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

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处理

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正确评价革命领

袖，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

问题”，“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及时进行

改革，“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

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等一系列新

思想、新观点、新创见。邓小平强调：“如果现

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

义事业就会被葬送。”［６］１５０邓小平鲜明地指出：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

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

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

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

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

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

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

快地富裕起来。”［６］１５２邓小平的讲话既是对中央

工作会议的重要总结，又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提出了重要指导思想，论述了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亟须解决的一系列基本问

题，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

言书，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在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实现社会主义时期

伟大历史转折

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

向前看》重要讲话指引下，在中央工作会议奠

定的坚实基础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

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

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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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

大比例严重失调问题的要求，制订关于加快农

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

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

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

的功过是非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

伟大历史转折。从此，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为举世公认的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

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

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

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

位。”［７］３０９“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

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

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

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

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

定的。”［７］３１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如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引中国革命

走向胜利一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

领导集体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走向胜利。

４．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
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

面貌

马克思在《１８４８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
斗争》中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

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

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８］邓小平领

导中国共产党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是中

国人民渴望美好幸福生活的需要，是中华民族

走向世界的需要。当时，世界上新科技革命日

新月异、高新技术不断涌现，新科技革命和高新

技术开发促使发达国家的经济起死回生。中国

人民早已厌倦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荡不

定的“十年内乱”，迫切希望过上政治稳定、经

济发展、人民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改革开

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４］

邓小平引领中国走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之路，完全契合中国人

民的期盼，充分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

适应世界形势和经济发展趋势。在中共十二大

上，邓小平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

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７］３中共十三大正

式确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路线。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使中

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大踏步赶上世界

发展潮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苏联解体，苏
联共产党解散，东欧发生剧烈变化，国际形势动

荡不已。邓小平镇定自若，胸有成竹，８８岁又
出征，发表“南方谈话”，提出妥善应对国际形

势急剧变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制定了“冷静

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韬光养

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立足于把我们自己的

事情办好，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中国“任凭

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开

放不动摇，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乘风破浪高歌

猛进。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

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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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

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

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２１世
纪。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

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

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

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调坚持以人为

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地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

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

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

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

跃！”［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

中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发展变化，中国人民的幸

福指数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经济实力日益上

升，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共产党在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过程中，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

　　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接力
棒”传递给了习近平。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提出“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方略，深化军

队改革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助力发展中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

大国风范，中国共产党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壮丽乐章。

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确分析世界
大势，确立“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国内外的新

形势和新挑战。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的重大机

遇，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各种重大挑战。国际形势从来没有

像２１世纪初期这样风云变幻，神秘莫测，各种
全球性矛盾“井喷式”大量涌现，世界上各种政

治势力不断进行排列组合，危机与机遇并存，发

展与战乱交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中国应对世界发展变化唯一正确的方

略是发展自己。只有发展自己才是解决国内外

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发展了，中国强大

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了，中国人民过上幸福

生活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腰杆子就会更加

硬朗。中国的发展必然影响世界的发展，中国

的变化必然促使世界的变化，中国日益走近世

界舞台的中心，必然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１８．６％，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更

大的贡献。明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分两步走，在２１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

“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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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

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

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实现现代

化。由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引领下，“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成为新

时代最显著的标识、最响亮的口号、最明确的努

力方向。

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激流勇进，敢

于亮剑，反腐倡廉，大见成效，赢得全党全国人

民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广泛好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初始阶段面临反

腐倡廉问题。当时，腐败问题是全党全国人民

反映最集中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内外十分关注

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和焦点问题。习近平知

难而进，抓住反腐倡廉这个人民群众反映最强

烈、对执政基础关系最大的突出问题，以“刮骨

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掀起了雷厉风行的反

腐风暴，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从周永康

这样的“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大老虎”到基层

形形色色的“小官大贪”，一个一个地落入了国

家的法网。这种千钧霹雳、震撼寰宇的反腐举

措和力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历史

上举世罕见。同时，中央出台或修订了党内法

规数十部，大力加强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从根

本上治理腐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

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

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

机制。全党全国人民对新时代反腐倡廉的“力

度”“硬度”和“强度”拍手称快，国际舆论对中

国掀起的反贪风暴好评如潮。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定不移

反对腐败，使我们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过

去，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想用反腐败问题来拿捏

我们，不断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

织等场合提出所谓反腐败问题。现在，我们在

国际上一举转为战略主动。我们加强反腐败国

际多边双边合作，启动‘天网行动’，加大追逃

追赃力度，将一批外逃多年的犯罪分子缉拿归

案。我们主动提出一系列反腐败国际合作倡

议，倡议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特别是加大对美

国等西方国家在反腐败合作方面的压力，要求

他们不要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原来

他们认为那些犯罪嫌疑人是他们手中的牌，现

在都成了手里的烫山芋。”［１０］新时代的反腐倡

廉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腐败问题除恶务尽

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

应须斩万竿。”联合国和世界上各个国家、国际

舆论和著名媒体及各个方面对中国敢于向腐败

“亮剑”是佩服的，中国的反腐行动赢得了国际

社会的充分尊重和广泛好评。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

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

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

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

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推进反腐败国家立

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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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

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

乾坤［１１］。现在，公款消费、大吃大喝、花天酒地

的“吃喝风”完全刹住，“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已

经形成。

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社会物

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

推动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认为：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

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１２］列宁指出：“生

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

创立的。”［１３］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

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１４］邓小平指出：“群

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

我们的传家宝。”［６］３６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

求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

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习近平刚刚担

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就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宏阔的

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

题，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上下求索、锐意进取，创

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共中央首先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全党各级干部把人民群

众放在心上，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把人民群

众的愿望转化为全党的实践。中共十九大正式

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

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

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１１］新时代把“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

体现在党的全部工作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倡导“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坚决扫黑除

恶创造安居乐业新常态，“厕所革命”扫除千年

陋习改善农村生存环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

面提升中华民族“软实力”。特别是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全面发力，上下联动，层层负责，狠抓

落实，坚韧不拔，不懈奋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十四亿中国人

民包括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和山区的“低保户”“贫困户”与弱势群

体，彻底告别贫困，真正过上了“吃饭不用愁，

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浇水不用辘轳头”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中华民族

千年期盼的理想生活状态———小康已经成为中

华大地活生生的现实。

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确立习近

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发展到新阶段。中

国共产党以“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解决了一

系列看起来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使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在新时代放射出万丈光芒，有力地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

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新的飞跃。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阐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创造与理论创

新，明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

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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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１５］中

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大成就进行了历史回顾和理论总

结，深刻指出，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

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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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

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

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主要创立者［１５］。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的重要启示就是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不断创新，

实践发展到哪里，理论创新就跟进到哪里。新

的实践升华为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

践。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认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

的飞跃。”［１５］中国革命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中国改革开放确立邓小平

的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扬帆远航；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中共十九届

六中全会强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具有决定性意义。”［１５］

２０２１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

贫困问题。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发展史上的

空前壮举，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经

验”和“中国道路”，对促进人类发展具有无可

估量的积极意义。

　　四、结语：“两个确立”奠定百年大

党砥砺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基石

　　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

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７］３１０总

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经验，“核心”问题十分重要，

核心就是力量，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方向。

其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确立毛泽东、邓

小平、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

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时势造英雄，历史人物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必然产物，只要历史人物代表历史发展的前

进方向，就能够有力地促进和推动历史前进。

马克思指出：“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

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

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

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个

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

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另外一个人

来代替代，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

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

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

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

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

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

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

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

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

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１８５０年以前英国

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

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

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

必定被发现。”［１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根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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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与党的事业

兴旺发达的需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

毛泽东、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确立邓小平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确立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每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

然会推出经过千锤百炼、历经苦难辉煌、具备钢

铁般意志与世界眼光，能够代表全党全国人民根

本利益并将党的事业引向胜利的领袖人物。

其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确立毛泽东、邓

小平、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全党的选择、人民的

选择。马克思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

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

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

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

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

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

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

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

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１７］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发展时期确立的核心，是因

为他们代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方

向，代表了历史前进的发展规律，代表了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他们是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代表人物，是推动历史前进、站在历史发

展前列的“弄潮儿”，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党

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历史前进的意志。正如列

宁所言：“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为过去单枪匹马

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提供了真正的土壤，真正的

基础，真正的环境，真正的群众，真正的无产阶级

军队，使这些领袖能够大显身手。”［１］７１０

其三，“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

义”［５］。这是根据历史发展需要、应对国内外

形势需要、党的事业发展需要作出的重大决策。

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如期实现，全党全国人民

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００年实现现代化而奋

斗。从国家正式公布的统计资料和中央媒体报

道可以看到，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前所未有、历史罕

见的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肆虐世界。然而，

整个世界吃惊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

了巨大的优越性，中国最早最快最好最全面地

控制了疫情。２０２１年，中华民族战胜艰难险

阻，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构建新发展

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十

四五”实现良好开局。在国防建设方面，“中国

制造”的三型主战舰艇———长征１８号艇、大连

舰、海南舰在海南三亚军港正式“参军”，加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行列，这是海军首次同时

入列三艘主战舰艇。在抗击疫情方面，武汉生

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灭活疫苗二期工程正式投

产；中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２７亿

剂次。在航天事业方面，中国航天进入“空间

站时代”，多次完成震惊世界的历史性壮举，在

载人航天领域，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进入预定

轨道，中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两批

次中国航天员入驻，开启中国空间站有人长期

驻留时代，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面向

全球直播。在深空探测领域，“天问一号”火星

探测器成功实现中国首次地外行星着陆。在水

电建设方面，单机容量世界第一、装机规模全球

第二的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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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７月全部机组投产，届时金沙江下游四

座梯级水电站年发电量可达２０００亿千瓦时，每

年可替代标准煤６１５２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１５０３０万吨，相当于种植６６．２万公顷阔叶林；

中国已沿长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将

对实现“双碳”目标作出重要贡献。在西南边

疆，西藏拉萨贡嘎机场 Ｔ３航站楼正式投入运

营。在对外贸易方面，２０２１年前１０个月，中国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１２８．７亿吨，同比增长

７．８％；完成集装箱吞吐量２．３５亿标箱，同比增

长８．４％。中国经济在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

的背景下，在促进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保持着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在农业生产方

面，２０２１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１３６５７亿斤，比

上年增加２６７亿斤。“手中有粮，遇事不慌，脚

踏实地，喜气洋洋。”全国粮食丰收为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克服各

种风险挑战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在人口数量和质量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

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

全国人口普查结果：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日零时，全

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共１４亿１１７８万人，约占

全球总人口的１８．６％。近十年来，中国人口总

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质

量稳步提升，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性别结构改

善，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

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实现中华民族站

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发展。在新的征

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５］，一定能够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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