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好“四史” 永葆初心、永担使命

习近平

一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高校办学育人全过程，弘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引领师德建设，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加强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和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科学精神教育。

（2016 年 12 月 7 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二

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我多

次瞻仰党的一大会址，每次都有很深的感触。上海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

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切实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奋勇

争先、走在前列。



（2019 年 11 月 3 日在上海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三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党的历次集中教育

活动，都以思想教育打头，着力解决学习不深入、思想不统一、行动跟

不上的问题，既绵绵用力又集中发力，推动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

结、行动上一致。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

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

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

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020 年 1 月 8 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上的讲话）

四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更需

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

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



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智慧和力量。

（2020 年 6 月 27 日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的回信）

五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

杨靖宇将军领导抗日武装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

人浴血奋战，牺牲时胃里全是枯草、树皮、棉絮，没有一粒粮食，其事

迹震撼人心。解放战争时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战四平”

“围困长春”，党领导人民军队在这里奏响一曲曲胜利凯歌。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也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把这些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

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

葆初心、永担使命，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020 年 7 月 24 日在吉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六

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

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

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要重视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把



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

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各

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认同。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七

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

讲话）

八

要深入学习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学好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必胜信念，发扬斗

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不懈奋斗，为维护世界和平、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2020 年 10 月 19 日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捍卫和平正义——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主题展览”时的讲话）

九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自觉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要发扬优良传统，承担历史

使命，把党和国家确定的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以民族复兴为

己任，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2020 年 11 月 24 日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

讲话）

十

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

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

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同时学习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



（2021 年 2 月 5 日在贵州考察调研时的讲话）

十一

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深入人心。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精心组织

党史主题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发挥互联网在党史宣传中的重要作用。要

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2021 年 2 月 20 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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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建党之初，我们党

就十分关注民族问题。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和参与在蒙古族群众中传播

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工作。1923 年，内蒙古产生了

包括乌兰夫在内的第一批共产党人。1947 年 5 月，党领导的内蒙古自

治区宣告成立，成为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实

践。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

蒙”等历史佳话。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组织广大党

员、干部重点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特别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

确道路、维护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上不

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

（2021 年 3 月 5 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的讲话）

十三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不断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做到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迷航、在艰巨斗争面前不退缩。要通过在全社会

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人

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2021 年 3 月 7 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

议时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