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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作风塑党思想的科学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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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是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起来，其结合的

切入点是作风塑党。习近平总书记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是从改造作风着手，在反腐败上下功夫，将制度

作为保障，以信仰重塑灵魂。正确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邓小平建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作风塑党思想的丰富内涵，努力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作风塑党思想的现实要求，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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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要完成“十三五”
规划的各项任务，回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各种挑战，

战胜“四种危险”，抵御各种风险，领导中国人民取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必须全面从

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

是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起来，其结合的切

入点是作风塑党。习近平总书记管党治党的理论和

实践逻辑是从改造作风着手，在反腐败上下功夫，将

制度作为保障，以信仰重塑灵魂。
一、习近平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建党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

( 一) 毛泽东的思想建党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核心就是把思想建设放在党

的建设的首位，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提出党员不

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中国是一

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怎样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

国度里建立起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关键是党

的思想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

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将其武装全体党员干部。成

功回答了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国情下建设无产

阶级政党的一连串问题。
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和先决条件，根

本目的就是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因为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就是它的先进性。列宁

认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

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

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

争方法和活动方式。”［1］167这充分说明了革命理论对

于革命党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核心注

重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理论研究，重视用

科学理论指导前进的方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

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

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

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55坚持把党的理

论作为党建之首。所以说，毛泽东一直非常青睐理论

研究，完成了许多理论著作，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

论准则。从而使我们党始终在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

下，团结在一起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
( 二) 邓小平的制度治党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注重加强和改

进党的建设。他在阐述执政党建设问题时，指出，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3］309，“说到

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4］613。“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突出表

现，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掌握邓小平建设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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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执政党思想的决定因素。邓小平回顾执政以来

党建的经验教训指出制度建设是错误的根源。各种

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等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

“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失之于宽、失之于软”［5］81。因

此，邓小平指出党的制度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领导

权问题，“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关系到执政党的能力

和水平问题。“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辩证统一于执

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党要管党”第一步要明

晰“由谁管”和“管理谁”。具体来说，根据党章规定

“由谁管”应该是党委负责管党，党的中央集体领导

负责管理全体党员。邓小平认为，“关键在领导核

心。”［6］303而“从严治党”的核心是运用严谨的法规制

度、高效的监督机制管理好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

部，其本质目标是建成一个强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
( 三) 习近平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

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坚持思想

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7］该陈述科学分析了思

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在展示新形势下从

严治党内在规律的同时，对于提高和完善党建科学化

水平具有指导意义。
思想建党是党建的生命和灵魂，更是保持党的先

进性的基础。要想党的建设对正确的方向坚定不移，

就必须在思想建设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

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发扬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和作风。在面对错误思想来袭时，才能坚

决抵制，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从而在全党内产生同

一的信念和行动，充分发挥我们党的传统优势。当下

思想建党比以往更加急切，因为党面临执政、改革开

放、发展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种考验，存在精神懈

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四种危险。制度

治党是党建的基础和保障。制度是刚性和强制性的

基本标准，能够保障正确原则的落实，对不正之风起

到约束和纠正的作用。特别是在规范和保障权力运

转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拥有一套完善的科学制度，

能使党内生活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为反腐倡廉建设

提供制度支持。从制度上保证了“权由民所附、权为

民所用、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8］。身为执政党

对于促进和维护依法治国具有无法替代的政治和组

织保障作用。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思

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更是系统和辩证思维在

党建的独创性应用。
所谓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指在马克思

主义党的建设理论指导下，以思想建设和教育确立党

的建设方向; 以系统和科学的制度加强思想建设和教

育成果，保障各项党的建设措施的有效实施。二者的

结合要通过作风塑党这个科学的途径来实现。
二、习近平作风塑党思想的基本思路

( 一) “八项规定”: 今后这些事情再也不能干了

2012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确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

定。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作

出的庄严承诺，体现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

严”［9］667的坚定决心。会议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

级干部作风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

影响。改进工作作风，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

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率先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

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八项规定”直指党内长期存在的作风顽疾及沉

疴旧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规范性、可操作性。“八

项规定”不是一个理论假设，更不是一个理论命题，

而是在领导和管理中一些重要活动的操作规则。在

坚持不懈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的同时，死守作风生活的

新趋势新情况新问题。各地区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

坚决整顿，“紧箍咒”配合“组合拳”使作风建设不断

深化。这样逐渐转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扭

转了党风政风的歪风邪气，攻克了固化藩篱的“四

风”问题，严肃处理一批违规违纪行为，形成了丰富

的建设制度成果，使党群关系进一步密切。
( 二)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必须解决党建存

在的突出问题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 2013 年 6 月开始，自

上而下、上下结合，分两批有序进行，到 2014 年 9 月

底基本结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剑指党内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
问题。

教育实践活动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
治病”［10］173总要求，反“四风”，抓住党的建设关键问

题，顺应群众热切期盼，向实处使劲、往细处用力、从
严处较真，在党的建设史上写下重要一笔。教育实践

活动，综合发挥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优势，解决了一

些多年想解决但没有解决的问题，刹住了许多人认为

“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上了一本

反“四风”的明白账。
( 三) “三严三实”: “关键少数”应当首先打牢思

想基础

2014 年 3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求党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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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11］的重要

论断。“刘云山说，‘三严三实’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价

值追求和政治品格，明确了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为
政之道、成事之要。”［12］以专题教育的形式开展活动

是为了深化反“四风”成效，巩固和扩大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成果，从而推动领导干部自觉践行“三严

三实”。“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针对解决县处级以上

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改善政治生态、净化党风政风起到重要作用。
提升了党应对新的挑战、驾驭复杂局面的执政能力。

( 四) “两学一做”: 全体党员都必须解决好筑牢

思想基础问题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

思想政治建设，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真正落

实到基层，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2016 年 4 月 6 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座谈会在京

召开。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为了教育和治理广大党

员采取的关键举措，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拓展

的有效途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加强党的建

设，首要任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关键是教育管理

好党员、干部。”［13］“部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

要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

集中性教育向经常化教育延伸，坚定广大党员的马克

思主义立场，保证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我们党始终成为有理想、有
信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4］这就深刻阐明了“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使党内教育从前一阶段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主要面向

“关键少数”的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拓宽到广大普

通党员、基层党员等更广泛的党员群体，实现党内教

育重心下移，更接地气，并成为一种经常性教育。以

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基层广大党员开展坚固有用的

思想教育，形成全体党员拥戴党章党纪，增强大家的

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进一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是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抓手。”［15］ 这就对“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的作用、价值与意义给予了精准的定

位。
( 五) 反腐高压常态化: 用反腐败重塑政党形象

不良作风背后是腐败，腐败必然滋生“四风”。
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是中国唯

一合法的执政党，在客观上，其腐败风险也更大。所

以必须用反腐败重塑政党形象。总书记强调反腐倡

廉必须常抓不懈。要经常抓，长期抓，警钟长鸣。如

果不这样抓，就会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小病拖成大病，

从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
“拍蝇无死角、打虎无禁区”［16］。“老虎”、“苍

蝇”一起打，这是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个鲜明观点。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总书记指出，要在制度的

严密性上下功夫，要紧一点，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

来真格的，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监督来保障和

巩固工作成效，切不能“牛栏关猫”。既反腐败，更防

腐败; 既有霹雳手段，更有菩萨心肠。
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对“四风”，从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党

风廉政建设抓在手上，言必信、行必果，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

三、学习习近平作风塑党思想的现实要求

( 一) 强化党的规矩意识

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从严治党更不是泛

泛而谈。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党纪国法”
是相对容易被接纳的概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的规矩”这个概念则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什么是

党的规矩呢? “习近平对此有过总体论述。具体说

来，党的规矩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

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 第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

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

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 第三，国家法

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 第四，党在长期实践

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17］这样看，党的规

矩的范围大于党纪国法。除了党纪国法之外，还包括

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中形成的惯例。
为什么说“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

工作惯例”也是党的规矩? 这就要弄清楚“党的纪

律”和“党的规矩”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

不成文的纪律; 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

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

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

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

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

觉遵循。”［18］即“党的规矩”的概念外延比“党的纪

律”大。纪律是硬性的规矩。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是柔性的规矩。二者都需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纪律中强调“政治纪律”，至关重要全党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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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立场。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规矩中也重

视“政治规矩”，事关事业兴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19］党的规矩是全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

则，是一个由多种规范形式组成、具有内在结构的规

范体系。要准确理解党的规矩的基本内涵，必须围绕

党的性质与宗旨来深入。
思考党的规矩的价值归依，正确认识党的规矩的

基本形式。总所周知，党章是母法，是一个基本法，一

个总章程。党章下面有很多具体法规，这样它才可具

体操作，党章是要执行的，但是其本身具有原则性，所

以它还要靠许多具体法规。因此，在党内法规系列

中，第一是党章，次于党章的是两大准则，此外还有二

十多个条例，这是中共党内法规系统确定的，往下还

有许多具体规定、办法等。再就是“党在长期实践中

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 二)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和“总规矩”
“党章，是一个政党为保证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

的一致和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所制定的章程。”［20］386

作为管党治党总依据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充分表现了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政治主张、奋斗理想和

基本要求，是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党规党

纪是对党章的补充和展开，是党员应当遵守的纪律和

规矩。我们党在九十多年的峥嵘岁月中在制定和完

善党章党规的同时，时刻要求认真学习、自觉执行党

章党规，严格规范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员言行。
我们党在 1921 年召开了一大，由于当时条件的

限制，一大提出并制定了党纲，没有来得及制定党章。
第一部党章是党的二大制定的。根据形势和任务的

变化，二大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 五大除外) 均对党

章作出不同程度的修改。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五大

未对党章进行修改，会后由中央政治局对党章进行修

改。现行党章是 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修改制定

的。30 多年来，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在基本维持

党章内容的前提下，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
六大、十七大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这样算来，党

的十八大对党章的修改，应是我们党诞生以来第 16
次修改党章。我们从历史的维度来思考和回顾，十八

大党章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接力探索，集大成的一

部党章。十八大《党章》是以十二大《党章》为原版、
为起点，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

大、十七大到十八大，30 年来七部《党章》与时俱进，

不断地得到充实、提高和完善。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

党章，这是一项加强党建的基础和长期工作，是每个

党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义务和责任。

( 三) 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武装全党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

列宁指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

运动。”［21］311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我们党九十多年

的峥嵘岁月中始终依靠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实际国情和特殊的时代背景相结合。在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形成了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代表中国人民

一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

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

验就是，党的事业是随着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来向

前推进的。必须时刻保持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

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我们党执政以来最宝贵最基

本的经验，是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强大思想保证。从思想渊源看，关于指导思想必须与

时俱进，是历来党中央领导人一贯的立场和观点。毛

泽东同志说: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

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

论家，来 为 当 前 的 政 治 服 务，单 靠 老 祖 宗 是 不 行

的。”［22］187邓小平同志说: “老祖宗不能丢，但要敢于

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敢于说‘新话’。”［23］358这

些关于对待“老祖宗”态度的论述，意思都是强调要

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表现在指导思想上就是

不断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理论勇

气和政治智慧，就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

治国治军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卓有远见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要求。解答和回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中

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

理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把握。了解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产生、形成和发展的

历史进程，掌握其科学内涵，体会贯穿在其中的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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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Marx and Engels’Cultural Thoughts on People’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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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and Engels’cultural thoughts on people’s livelihood is to people’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tension of the cultural leve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oriented，focusing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man．
Carefully read the theory basis of the formation of Marx and Engels’cultural thoughts on people’s livelihood，basic
connotation and real value，to implement people－oriented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on cultural well－off and promote power of socialist cul-
ture construction in China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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