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共 宁 夏 大 学 委 员 会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简 报  
第 60 期 

 

宁夏大学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6 日 

 

从百年奋斗中感悟思想伟力 在守正创新中汲取精神力量 

宁夏大学专家学者理论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历史交汇关键节点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审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以下简称《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宁夏大学第一时间在全校师生中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的热潮，校内专家学者迅速反应、趁热打铁，在认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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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公报内容、潜心钻研《决议》内核、深刻领悟全会精神的基础

上，深入全会内容的精神实质和精髓要义，从历史和现实、理论

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视域撰写了系列理论文章，对全会精神进

行全面解读和深入阐释。 

一、关于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历史意义方面

的阐释 

王换芳教授在《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历史成就、历史意义》

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建

党百年后的首次重要全会，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

要会议。文章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也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现代化新征程开启之年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回顾一

个世纪以来我们党走过的极不平凡、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深刻

总结党领导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取得的卓越成就，系统阐述党不断

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经验，为动员和激励全党同志奋

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庄严号角，为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凝聚起磅礴力量。 

文章引用“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

地”概述了我们党百年来的光辉历程，在此基础上认为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意义，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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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

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继续奋斗的需要，为在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

活力、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提供了思想和理论

基础。 

二、关于党坚守初心使命的执着奋斗方面的阐释 

刘洋老师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解读》中指出，要充分认识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是百

年来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根本动力，深刻把握理想信念

和初心使命的时代要求，要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上持

续努力，不断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新业绩。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旗帜鲜明反复强调坚定理

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的重要性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瞻仰革命纪

念地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饱含深情地讲述革命先辈先烈忘我追

寻崇高理想、舍身守护信仰火种的故事，对全党同志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发挥了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文章从脱贫攻

坚、疫情防控等事实论据入手，运用“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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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点明了“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论证

了“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的理想追求和笃定的初心使命，就能不断

强大，做到无坚不摧、无往不胜；一名党员干部牢记理想信念和

初心使命，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的历史真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 

文章根据全会《决议》精神将“对党忠诚”“人民至上”“保

持定力”“克己奉公”概括为坚定初心使命和理想信念的衡量、

检验标准，号召全体党员要深入学习理论、传承红色基因、竭诚

为民服务、敢于担当作为、加强自我修炼，努力做好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这项终身课题。 

三、关于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方面的阐释 

毛升博士撰写的《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一文，以四个部分内容重

点阐释了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和重大

意义。文章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

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

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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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文章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旗帜决定方向”，新时代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归因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才能开创新局面、开辟新事业、开拓新未来。从根本上看，

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归功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两个大局”的时代逻辑和“两个维护”的政治逻辑都决

定了党的领导是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

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的根本保证和坚

强保障。 

文章认为，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表明，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

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新

时代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必将深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彰显了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时代精华；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推动

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助于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

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这将鼓舞全党全国人民不断开创光明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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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方面的阐释 

李斌教授的理论文章《百年历史铸就百年大党百年大党书写

百年辉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宝贵经验的价值意蕴》于 11

月 15 日刊登于《宁夏日报》理论版。文章从四个维度鞭辟入里

地诠释了《决议》十大宝贵经验的价值意蕴：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的真实写照、理论发展的原创贡献、接续奋斗的精神财富、持

续奋斗的方法遵循。宝贵经验对于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坚定自信、增长智慧、增强斗志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

现实意义。 

文章认为，从实践层面看，宝贵经验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伟大实践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历程的真实写照；

从理论层面看，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和

创造性升华的理论创新经验；从精神层面看，一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弘扬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

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

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正是得益于宝贵经验中蕴含的强大精神财富的支撑，我们党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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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从奋斗层面看，宝

贵经验蕴涵了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更孕育了独具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方法论，知往鉴来，它也必将成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基本方法论遵循。 

五、关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方面的阐释 

张建东博士用“四个最”凝练了《决议》中“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的本质要求。在其撰写的题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

本遵循和基本要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理论

文章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最关键的是要求全党要牢记“中

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最基本的是要求全

党要时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行

动；最根本的是要求全党必须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守护好、滋养好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最紧要的是要

求全党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文章认为，《决议》是

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党领导全国人民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奋力前行提供

了行动指南、根本遵循和基本要求。 

赵蓉博士则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验启示》一文

中，运用历史的反思性思维，指出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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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总结是为了更好地深刻揭示“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因此要通过回顾历史进行深入思

考，通过总结经验汲取前行力量，努力在第二个百年奋斗之路上

再创辉煌，向人民、向历史再次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文章认为，

《决议》重大成就令人鼓舞、增强自信，历史经验提供遵循、指

导实践，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带来四点启示：一是历史经

验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科学指引；二是历史成就是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底气；三是人民至上是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强大动力；四是理论创新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稳固基石。 

六、关于“两个结合”方面的阐释 

赵丽、赵蓉两位老师在《在实现“两个结合”上下足功夫》

一文中论证了“两个结合”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文章指出，“两

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创造性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的内在逻辑，更是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坚定文化自信

现代价值的全新诠释。 

文章认为，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决定两者必须结合，原因在

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推导；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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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

的历史进程，中华传统文化也因马克思主义的融入而焕发磅礴生

机，因而两者应该而且也可以实现结合。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谁“吃掉”谁，也不

是“复古”或“返本”，更不是简单地理论平移或抽象逻辑演绎，

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终结合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

新成果，指导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钱容德副教授在《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一文中分别从历史演进和价值诉求的维度，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耦合性。文章通过概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三次飞跃历程，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把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形成了一系列重大创新理论成果，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根本经验；文章将中国古代的“民

本”思想、“天下大同”理想、“天人合一”思想同马克思主义

的群众史观、“自由人联合体”理想、“人是自然存在物”观点

进行比对，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来就存在相通

相融之处，故可以成功结合。文章强调，新时代新形势要求我们

党要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在“两个结合”中实现

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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