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习近平 2022年 5月 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

习时的讲话

（来源：人民网）

在“继续进行自我批评”中保持蓬勃生机
■ 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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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伟

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

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

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

语境中，“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

级政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列宁

在吸收和继承马克思“经常自己批判自

己”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继续进行

自我批评”的论断，指明自我革命对无产

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作为马克思主

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吸收和继承了马克

思主义自我批判与自我革命的精神基

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的，“在

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

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

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

胜利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

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

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创新发展。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正视问题的革命

自觉和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坚持猛药

去疴、重典治乱，整饬党风和惩治腐败，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

度治党相结合，在系统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中成功地把党的自我革命推

向新阶段。全面从严治党是党保持自身

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举措，全面从严

治党进行得越彻底，党的政治领导力、思

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越

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

共产党要在长期执政中不断化解风险挑

战，就要坚持“继续进行自我批评”，一以

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不变质、

不变色、不变味。

（作者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

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阐明人与自然

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人与

自然关系的整体性为视角，以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主要目标，从认识论层

面超越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观念，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创

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然是生

命之母”“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

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这深刻

回答了为什么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人与自然是怎样的生命共同体等问

题，从认识论层面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共存共荣的

内在联系，以科学的理论范畴、严密的逻

辑架构、深邃的历史视野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正确

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

我国发展实际，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高度，科学阐明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

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

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

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分析人与自然关系

问题，需要运用历史思维，从人类文明演

进的视角看问题。原始文明时期，人类依

附于自然，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获得生

存所需。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广泛利用自

然，主要靠农耕畜牧稳定地获取自然资

源。传统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利用科技手

段大规模改造自然，造成生态环境的巨大

破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和对人类文明赓续负责的高

度，科学阐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以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鲜明特征的新的文明发

展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增长迷

思，从文明观的维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

与自然关系理论新境界。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开辟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新境界
■ 郇庆治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作出我国发展具有“五个战略性有利条

件”的重大判断，其中一个战略性有利

条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

著优势。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显著优势这一战略性有利条件，要深

刻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

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守正创新，推

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

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

系，具有一系列显著优势。价值优势：作

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始终站稳人

民立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制度建设的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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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

的长期实践探索中实现的。组织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我

们不断健全制度框架，筑牢根本制度、完

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各方面在党

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既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又相互配合。运行优势：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

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无论是决策效率，

还是执行能力，都充分彰显了我们“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动员能力、“全国一

盘棋”的统筹协调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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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是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家制度

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国家治理的一

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国家制度展开；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及

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把国家制度

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依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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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

有机统一的系统工程。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

前途光明，既面临着难得机遇，又面临着

严峻挑战，必须以强烈的历史紧迫感、责

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制度显著优势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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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动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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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根

本保证。

坚持和完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推动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

为国家治理效能，就要坚持从人民群众

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

背后查找体制机制弊端，找准着力点和

突破口；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

的地位，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现实

利益问题；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

赢得民心、汇集民智，使治理增效、为治

理赋能。

坚持和完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推动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

治理效能，要坚持守正创新。强化问题

意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制度的自

我完善，深化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作者系新华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

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 双传学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主要收

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等有关文件、讲话和问答，

对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有关重大部署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

出版社 （来源：新华网）

编者按：《人民日报》日前刊登了《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指出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人民日报》日前还刊登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新境界》，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阐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揭示了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光明日报》日前刊登了《在“继续进行自我批评”中保持蓬勃生机》，指

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历经千难万险最终赢得革命胜利，在于始终坚持“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本期选摘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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