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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内容是用好

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这次集体学习是中央政治局带头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安排。 

  刚才，我们参观了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这两个

地方在党的历史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

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

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

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同

建立新中国密切相关，从 1949年 9月 21日开始，毛主席在这



里工作和生活了 17 年，筹划了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一系列大

政方略。这两个地方的历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来的，给我们上了一堂鲜活而又生

动的党史课。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在我

国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

代相传。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

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

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

献，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

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 

 

  2021年 6月 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

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这次集体学习采取参观和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这是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北大红楼参观

“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

展”。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参观《复兴

之路》展览，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上下求索的艰辛历程，我

就强调要义不容辞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

史使命。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瞻仰上

海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向全党全国宣示了赓续红色

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坚定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到

地方考察，都要瞻仰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

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主要的基本上都走到了。从党

的一大会址到党的各个重要革命根据地，从土地革命、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纪念地点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重要

纪念场所等，每到一地，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

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

每次都是怀着崇敬之心去，带着许多感悟回。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我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

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

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

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

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隆重庆祝建党百年、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各级党组织要充分用好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赓续红色血脉，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关键是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刚才参

观的北大红楼，留下了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创始人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事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

党，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

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讲过：“我

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正因为

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我们党才能做到心明眼亮、意志坚定，

在关键抉择面前不摇摆，在艰难困苦面前不畏缩，在危机重重

面前不消沉，信心百倍走向胜利。 

  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

和改造中国的历史。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开创新局。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根本上说，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感悟真理的

力量，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我们的前

行之路。 

  第二，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理想信念。我多次引用“革

命理想高于天”来说明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我们党取名为“共

产党”，就是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理想。回望百年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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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初心使命。牢记和践行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贯穿我们党

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我们党能够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发展

壮大起来，能够在千难万险中一次次浴火重生，根本原因就在

于我们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人民是我们党的

生命之根、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我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

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对我们这样一个

长期执政的党而言，没有比忘记初心使命、脱离群众更大的危



险。只要我们始终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人民就会铁心

跟党走，党就能长盛不衰。全党同志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不

断体悟初心使命，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矢志不渝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第四，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光荣革命传统。我们党的百

年奋斗史表明，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伟

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

阻、直面风险挑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展现出伟大的历史

主动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形成了党的光荣

传统。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

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李大钊说过：“历史的道路，

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

神才能够冲过去的。” 

  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家

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

前进道路不可能是一片坦途，我们必然要面对各种重大挑战、

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决不能丢掉革命加拼命的精

神，决不能丢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

传统，决不能丢掉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勇气。全党同志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

己、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 



  第五，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推进自我革命。我们党的百

年奋斗史表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长

期社会实践中锻造而成的，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

我们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

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我们党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

其奥秘就在于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的强大能力。实践证明，只要始终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我们党就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党已经执政 70 多年，还要长期执政下去。自我革命

精神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大支撑，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以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开展全面从严治党这场

伟大自我革命，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

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我们党面

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是长期而复杂的，我们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

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尖锐而严峻的。全党同志要增

强忧患意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推进。全党同志要严于律己，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勇于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思想上

和行动上的偏差，防止自身退化变异，始终做一名合格的共产

党员，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作出应有的努力。 



 

  2021年 9月 13日至 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这是 13日下午，习近平在米脂县杨家沟革命

旧址考察。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同志们！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

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

运用好。一是要加强科学保护。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

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

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

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

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二是要开展系统研究。

统筹研究力量，强化研究规划，积极开展革命史料的抢救、征

集和研究工作，加强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

思想内涵，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

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三是要打造精品展陈。坚持

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题，用史



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展陈，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

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四是要强化教育功能。围绕革命、

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研究确定一

批重要标识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彰

显时代特色，使之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大学校。要

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

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引导他们

从小在心里树立红色理想。 

  同志们！毛主席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中国《庄

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

还没有‘毕’，已经很大。”今天，我们党更大了，党的队伍

更大了，党的事业更大了，我们肩负的责任也更大了，人民对

党的要求也更大了、更高了、更严了。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

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

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 6 月 25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

体学习时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