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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
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
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断，对于
进一步激励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责任
意识、担当精神，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
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从党的性质、宗旨和纲领看，我们党的初心
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
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摆脱了以往一切政治力量
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一经诞生就把为共产主
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就把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
命，就把“人民”二字铭刻在心、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
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二大通过的《关
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
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
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
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指
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
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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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明确规定，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
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
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尊重
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
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
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永不脱离群
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第二，从党的百年奋斗伟大实践看，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
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纵观我
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一部与人民心
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人民当家
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战胜了政治、
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严峻挑战，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
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
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
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
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
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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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
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
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
进程。

（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
问》）

2.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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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本报讯（通讯员 李 悦）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太
钢鑫磊公司上下迅速掀起学习
全会精神的热潮。该公司党总
支召开专题会议，“五结合”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着力将学
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公司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动力。

该公司党总支要求，全体
干部职工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大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
好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各级
干部要做到“五结合”：把学习
全会精神同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调研中国宝武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
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学习贯
彻省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结合
起来，把《决议》作为学好党
史、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纲领
性文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
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
断用党的重大成就鼓舞斗志，
用党的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继
续通过资源综合利用、定额消
耗降本、降低回转窑煤电耗、
增加石灰运输量降低运输费
用、降低维修费用、降低车辆
使用费用、降低财务费用等方
式完成全年降本任务，全力以

赴为完成全年75万吨的冶金
灰预算目标做贡献。

要充分发挥公司党总支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表率作
用，认真抓好“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等组织生活，引领干部职
工形成学习全会精神的行动自
觉，努力做到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下功夫、有实效，不断厚植爱
党爱国情怀，凝聚起奋进前行
的精气神；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旺盛
的斗志，全面贯彻高质量发展
主题，聚焦绿色矿山建设，大力
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凝心聚力
抓好年底各项工作，确保完成
全年75万吨的生产经营目标
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召开。

为提升全员质量
管控素质，太钢加工厂
超细粉作业区开展知识
竞赛活动。活动分五个
小组，每组三人，答题类
型有必答题、抢答题、参
与题等，涉及内容有质
量目标管理基础知识、
产品质量执行标准、超
细粉成品质量控制、超
细粉生产技术标准等。
活动提高了员工学习质
量知识和狠抓产品质量
的积极性，促进了全员
质量意识的提升。图为
竞赛现场。李美胜 摄

一百年前，南湖澎船里的
仁人志士悄然酝酿着时代的蓝
图。《共产党员宣言》确立了中
国人民自己的信仰，在这种力
量的支持下，民族先锋队开始
了救亡图存的伟大探索，革命
面貌焕然一新。1921年，中国
共产党诞生，正是对马克思主
义坚定的信仰，揭开了中国现
代历史的新篇章。

入党誓词历经各种时期，
在不断地修改，但毛泽东主席
添加的“永不叛党”一句从未更
改。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用生
命捍卫自己的信仰。方志敏曾
写过：死，只能砍下我们的头
颅，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他
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说道：
中国一定有个可爱的光明的前
途。正是由于像他这样对信仰
的坚守，他心中的光明前途现
在已经出现。中国共产党创造
历史奇迹靠的是什么，就是信
仰。湘江战役陈树湘断肠而
死，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陈毅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
十万斩阎罗”表达了对信仰的
忠诚，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
刘胡兰的“怕死不是共产党
员”，无不是对信仰的实践，全
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

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是什么造就了我们的党，

是什么支撑着我们的党走过了
这风风雨雨的100年，为什么
在各个时期会涌现出一批批优
秀的共产党员，答案就是信
仰。人有了信仰，就有了精神
力量。我们的党从初期以马列
主义为信仰，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通过共
产党人的努力，建立了我们的
国家。也是这种信仰支撑着我
们的革命、建设、改革，直至今
天。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富
裕的社会里，共产党员们仍然
在平凡的生活中做着平凡的
事。但是有益于党的发展的
事，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是
有益于人民的事。这是因为共
产党员的信仰没有变，有了强
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党的事业
就会永远持续下去。

信仰其实就是共产党员
的信仰，概括为一句话，就是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这个口号早在延安时期，就已
经成为共产党员工作的指导
思想，当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
的政权，这句话也被写在中央
最高行政机构的门口，标志着
我党的根本任务。随着历史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人
民服务”的意义也在与时俱
进。这种变化发生在，当今社
会的道德和法治建设在逐步
转变为“以人为本”，过去的自
我牺牲已经不再被广泛的提
倡。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提
倡个人主义，而是回归到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模式中。亦所
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
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
作乱。所以，固然像孔繁森那
样抛弃原有舒适的生活环境，
自愿到边疆艰苦地方工作，这
样的行为是值得尊敬的，但并
不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做
到如此，能将个人、家庭与事
业、国家做到和谐统一，内心
遵从普世价值观，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帮助弱势群体，就已
能达成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
要求。

马·普顿尔说过：人活着就
要用生命去解释自己的信仰。
共产党人一旦认定了自己的信
仰，就要坚定地去践行。我想，
当我选择慎重的考虑了人生的
信仰，任由岁月蹉跎，世事变
迁，我们会始终如一的保持对
信仰的忠诚。

太钢鑫磊公司“五结合”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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