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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革
命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强调，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
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
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
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
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
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
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扎实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就要教育引导全党自觉继承革命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

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百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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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
特质和特点。”在井冈山上，坚定的共产党人
高擎火炬前行，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毅
然决然团结战斗在井冈山红旗下，坚定执着
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
依靠群众求胜利；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
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
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
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在
宝塔山下，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推动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

史性转折……回望历史，我们党之所以历经
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
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精神的伟力，总能带来心灵的震撼。
1936年和1939年，美国记者斯诺两次采访
延安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一种独特的力量，盛
赞这种精神、力量、热情是人类历史丰富灿
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革命
精神伴随共产党人的奋斗征程，在时间的坐
标上形成了精神长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发扬斗争精神、推动伟
大实践，在各个历史时期淬炼锻造了井冈山
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
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
神，形成了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品格的
精神谱系。这一系列伟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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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系列伟大精神，蕴含着我们“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的精神密码，过去是、现在是、将
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全党同
志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汲取信仰力量、
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方向的丰富源泉，
是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

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扎实深入开展

党内集中教育，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
求“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到“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强调“加强党性修养”，从“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明确“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调

“保持斗争精神”，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穿越
时空、薪火相传，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受到洗
礼、灵魂受到触动。在实践中，广大党员干
部政治品质和斗争精神斗争本领得到锤炼，
全国各族人民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为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
供了有力政治保证和强大奋进力量。但也
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
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在全
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是要充分发挥党的
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
钙、把稳思想之舵，做到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政治品格更加纯粹、斗争精神更加昂扬、奋
斗激情更加饱满。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前途光明。同
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要深刻懂得，在我们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
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多

么不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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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接近奋斗目标、越
是面对风险挑战，就越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
底的精神，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
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
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奋斗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向着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通过
党史学习教育，全党同志要赓续共产党人精
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
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不
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精神史诗。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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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革命精神如火
炬，又如明灯，始终照亮前行的道路，激荡起
矢志不渝、一往无前的伟大力量，推动我们
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越过急流险滩，穿过
惊涛骇浪，从一艘小小红船成为领航中国行
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展望未来，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植根人民群众，始终保持
蓬勃朝气、昂扬斗志，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
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
民之中，我们党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
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来源 / 人民日报）

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
—— 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行动，为全球共
谋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复苏注入了新
动力。

保护环境、修复生态，既要有只争朝
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既需
要国与国之间的团结协作，也需要每个人
不弃微末的行动。

4月22日是第五十二个世界地球日，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活动主题为“珍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扫描二维码答题赢
景区门票，组织快乐骑行，进行“地球小卫
士”评选……最近一段时间，各地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增强了人
们爱护地球家园、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让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更加深
入人心。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
务植树活动时强调：“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呵护好我们的地球家园，守护好祖
国的绿水青山”。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唯一家园，支撑着人类的工作、生活、健
康。然而，一系列数字警示着环境问题的

严峻性：有研究显示，按目前的速度，全球
平均气温将在2040年左右甚至更早上升
1.5摄氏度；自然界780万个物种中，约有
100万个正面临灭绝；拉丁美洲、非洲和亚
洲约有1/3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全球
自然灾害频发、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更警示我们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实践表明，必须彻底摒弃只讲索取不讲投
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
复的做法，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着
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从河北
塞罕坝到山西右玉，从内蒙古库布其到新
疆柯柯牙，一片片绿色延伸扩展，一座座
村庄面貌一新，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人沙和谐”的历史性转变，标
注着中国荒漠化防治的坚实步伐。彻底
整改干线1361座非法码头，腾退岸线158
公里，拆除各类建筑物约234万平方米，对
整治后的 1213 万平方米岸线进行复绿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让一个个“生
产锈带”向“生态绣带”美丽蝶变。在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推动生态保
护和修复工作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
效之大，前所未有。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行动，为全
球共谋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复苏注入
了新动力。一道道“绿色长城”保护家园，
一个个绿色传奇惊艳世界——从2000年
到2017年，全世界新增绿化面积中，约1/4
来自中国。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到建立
国家公园体系，从大力推进绿色“一带一
路”建设，到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开展环保
交流与合作……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不以高耗能、高污染换取经济增长。
无论是“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
步的目标，还是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的承诺，都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

建设绿色家园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要像保护自
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
同走绿色发展之路。”面对气候变化、海洋
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
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是人类唯一的
选择。共同采取积极行动，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互利共赢，福泽各
国人民。

呵护好我们的地球家园，也离不开每
一个人的努力。保护环境、修复生态，既
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
坚守；既需要国与国之间的团结协作，也
需要每个人不弃微末的行动。从自己做
起、从现在开始，杜绝餐饮浪费、参与垃圾
分类、选用节能产品，把环保行动融入日
常，才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营造绿色
低碳生活新时尚，每一份努力都将汇聚成
珍爱地球、保护环境的强大合力。

（来源 / 人民日报）

呵护好我们的地球家园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对
于确保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要意
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实事
做到群众心坎上。

为民办实事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从在
治理兰考县风沙灾害中不遗余力、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禄，到为改变东山县生
态环境而竭尽全力、风雨兼程、无怨无悔的
谷文昌；从为筑起大亮山一片绿洲无私奉

献、辛勤耕耘、造福为民的杨善洲，到为群
众谋幸福谋发展敢于担当、勤政务实、清正
廉洁的廖俊波，无数优秀干部以“计利当计
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革命功名观，
充分展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风貌。

为民办实事，前提是做好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得越真越深，摸到的情况就越清
越细，实施的项目就越具体越实在。深入
基层一线，看一看脱贫攻坚成果稳不稳、乡
村全面振兴如何有效衔接，问一问群众对
就医、就业、住房等有哪些新期待，找一找
推进高质量发展有哪些新路子、硬招数。

经常下基层，扑下身子、沉下心来，与群众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打成一片，摸清群众
生活的难点，弄清群众办事的痛点，听清群
众热议的焦点，研究和提出为民办实事的
项目。

办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关键是抓好
落实。抓落实靠的是实干，来不得半点虚
假。面对群众雪亮的眼睛，任何花拳绣腿、
表面文章，可能蒙蔽一时，但都难以遁形。
树立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价值观，多做打
基础、利长远的工作，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满
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树牢“功成不必在

我”的工作理念，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落
实到具体工作，出台一批为民惠民便民的
硬措施，解决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矛盾纠
纷，扎扎实实为民办事、为民造福。

为人民群众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
旨，是凝心聚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胜利的必然要求。广大党员要
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现实的利益出
发，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
事，切实将党史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

（来源 / 青海日报）

把办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