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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的回响，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雨征程，
就是一条永不停歇的奋斗之路。

这条路，彰显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懈奋斗姿态；
这条路，通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面对新时代的新考卷，如何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创造新征程上的新业绩，告慰成千上万的先烈和社
会主义事业一代代的开创者、开拓者、建设者？

赶考不停歇，奋斗不止步！

增强本领，担当新使命

初夏的北京，处处绿树成荫，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北大红楼修
葺一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6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这里和
丰泽园毛泽东同志故居等地参观瞻仰，就“用好红色
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主题，进行中央政治局第三十
一次集体学习。

身先示范，以上率下。今年以来，中央政治局先
后就“做好‘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的
重点工作”“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重大
课题进行深入学习。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我们
党执政兴国的能力和本领提出更高要求。

领航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我们党既要政治过
硬，也要本领高强。克服“本领恐慌”，提高能力水
平，方能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依靠学习，明理力行——
走进中共一大召开地上海，无论是漫步在杨浦

滨江街头，还是乘坐都市旅游观光巴士，游客均能收
获一堂生动的“实景党课”，让人们在旅游活动中了
解、学习党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全党上下如火如荼开
展，凝聚起党员干部继续奋斗的强大力量。

在每一个重大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
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
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

“要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
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就必须学习、学习、再学
习，实践、实践、再实践。”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
长曲青山说。

以知识丰盈头脑、靠学习走向未来，中国共产党
必将大踏步走在时代最前列，焕发蓬勃活力。

扎根基层，砥砺本领——
走进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远山含黛、溪水潺

潺，一栋栋白墙黛瓦的小楼参差错落。32岁的姜丽
娟一刻不停地在村里忙碌着：检查村庄卫生、布置村
两委工作……

2016年，姜丽娟结束8年的“杭漂”生活返回下
姜村创业。基层广阔的热土，让她找到了奋斗目标，
也磨炼了干事创业的本领。2020年下半年，她高票
当选为下姜村党总支书记。

曾经的下姜村是个贫困村，如今旧貌换新颜。
村头矗立着六个大字：梦开始的地方。“未来，我们要
跳出下姜发展下姜，走出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的
乡村振兴新路子。”姜丽娟坚定地说。

起而行之、勇挑重担，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火热的基层一线经风雨、
见世面、炼本领，才能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贡献力量。

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只
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

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场面热火朝天。“千年秀林”
郁郁葱葱，白洋淀碧波万顷，工程车辆穿梭繁忙，启
动区建设如火如荼……一座未来之城呼之欲出。

又何止是雄安新区。一系列宏伟的改革发展蓝
图，正在神州大地擘画：从上海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引领区，到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再到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

面对一个个新目标新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唯有
在赶考路上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不断提升执政水平，
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新局，方能书写华夏大地日新
月异的崭新篇章。

自我革命，实现新跨越

新近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一块中
央八项规定展板前，参观者不时驻足观看。

“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
规范出访活动……”

时间回溯到8年多前。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到
20天，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从此成为我们党作风建
设的一张“金色名片”。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刹住“车轮上的腐败”、整
治“会所里的歪风”……

8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永
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推动全党严格贯彻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巩固拓展整治

“四风”成果，推动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
为之一振。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只有自身过硬，才能
挑得起担子、扛得起使命，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自身过硬，必须牢记初心使命——
湖北武汉，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游

人如织。展馆内《中国共产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委员生平展》讲述的事迹，感人至深。

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
员会。生死考验面前，10名中央监委委员、候补
委员中无一人叛党，有8人在数年内相继牺牲。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入党时的初
心使命，抛头颅洒热血，奋斗出一个梦想中的新中

国。
“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

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牢记初心使
命，敢于‘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症、解决自身的
问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说。

自身过硬，必须驰而不息从严治党——
深圳莲花山公园，一座雕塑耐人寻味：一名男子

一手举锤、一手握凿，开山劈石。锤子的方向，指向
的是自己。雕塑的名字是：自我完善。

唯有激发自我革命的勇气，才有实现自我完善
的可能。

纵览世界政党史，不少大党老党盛极一时，最
终却黯然收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我革命的
自觉和勇气，陷入“革他人命易、革自己命难”的
历史困境。

2020年，一组数据，彰显我们党有腐必反、有贪
必肃的坚定决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中管干部24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1.8万
件，处分60.4万人，全国有1.6万人向纪检监察机关
主动投案，6.6万人主动交代问题……

“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
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

当前，我们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
复杂严峻，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
停、歇一歇的想法。

“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
路上。”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
委五次全会上再次强调。

态度不能变、决心不能减、尺度不能松，把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必将在革
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不断给党和人民
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接续奋斗，创造新辉煌

今天的中国，已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在
全面建成惠及14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基
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党
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历史的画卷在前赴后继中铺展，时代的华章在
接续奋斗中书写。身处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面
对更为艰巨复杂的时代考验，百年大党更要以永不
自满、永不懈怠的精神品格，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
之路。

新赶考，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
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这是亘古不

变的辩证法则。
正是因为始终保持忧患意识，过去的一年，新冠

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中国顶住了！经济全球化逆流
来袭，中国稳住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带领亿万人民直面风雨、经受大考，书写了一份优异
答卷。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
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这就更需要我
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
学习时再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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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跨越时空的清醒判断，彰显了一个百年大
党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和防范风险挑战的战略自
觉。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从最坏处着眼、
做最充分准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才能不断
破除前行路上的艰难险阻。

新赶考，要始终秉持为民初心——
近1亿人！历经8年！
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
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脱贫攻坚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不论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中国共产党人始
终把人民放在心上，也赢得人民无限信任。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为民初心，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必将汇聚起奔涌向
前的磅礴伟力。

新赶考，要弘扬伟大奋斗精神——
6月17日，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我国3名航天

员乘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飞天，成为中国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的首批入驻人员。

自1992年作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
展战略以来，经过近30年接续奋斗，中华民族的飞
天征程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个人奋斗能融入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大潮中，
是我作为一名航天人最大的幸福。”神舟十二号回收
着陆分系统电测负责人乔茂永激动地说。

百年风华，筚路蓝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奋斗出来的。

星辰大海，征途漫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梦想，我们又该怎样担当尽责、奋发有为？

“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
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谆谆
告诫。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保
持赶考的清醒与坚定，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带领中国
人民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在距离中国“石油工业摇篮”玉门油田老
君庙采油厂不远的玉门老城区，“玉门铁人干
部学院”教学楼庄重大气，来这里学习、参观的
人络绎不绝。

2018年，为深入挖掘“铁人精神”，玉门依
托老城和玉门油田丰富的工业遗迹和红色资
源，建设玉门铁人干部学院。这里已成为甘肃
知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1923年，王进喜出生于甘肃省玉门。苦
难的经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练就了他刚毅坚
韧的性格。1938年，15岁的王进喜来到玉门
油矿当小工。

1950年，王进喜通过操作考核，成为新中

国第一代钻井工人。这段时期，很多钻机因为
没有钻头而停钻，他便组织青年突击队从废料
堆里找旧钻头，擦去锈，修修配配，拼装成可用
的钻头，既为国家节省了开支，又不耽误生产，
经验在全油田推广。

1956年，王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
年，他带队创出月进尺5009米的全国钻井纪
录。1959年，王进喜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和
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国庆观
礼。他看到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倍感压力
和责任。“国家都没有油用了，石油工人还有什
么资格受表扬？”他说。

1959年9月，松辽盆地发现大油田的消
息传来，王进喜随即报告，要求参战。得到批
准后，他带领1205钻井队昼夜兼程，奔赴大
庆。他组织全队职工把60多吨重的钻机设备
化整为零，“人拉肩扛”搬运并安装钻机。为解
决供水不足，王进喜带领工人破冰取水，“盆端
桶提”运水保钻。打第二口井时突然发生井
喷，他又不顾腿伤，带头跳进水泥浆池里用身
体搅拌。经过全队工人的奋战，终于压住了井
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

由于常年奋战一线，王进喜积劳成疾，
1970年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铁人”王进喜用生命践行誓言的大无畏
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石油人。记者在玉门
油田采访发现，当前石油人正用实际行动演绎
着“铁人精神”的传承与坚守。

如今，王进喜奋战过的玉门油田，已经走
过82年开发建设历程，面临油气资源枯竭的
现状。耄耋之年的玉门油田立下原油产量重
上百万吨、建设百年油田的“双百”之志；同时，
加快建设电解水制氢项目，加快能源转型，为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继续贡献力量。

（新华社兰州5月27日电）

时至今日，不少兰考人仍清晰地记得焦裕
禄下葬那天的场景：十里八村赶来的乡亲们，
聚在兰考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戴白
花，眼含热泪，在寒风中久久站立……

50多年过去，兰考的变化翻天覆地。但
是，焦裕禄书记和那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山东省
淄博市博山县崮山乡北崮山村的一个贫苦家
庭。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家中的生活越来越
困难。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
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1943年秋天，
他终于逃出虎口，到江苏宿迁给地主当长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
回到家乡。当时他的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但
是共产党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
动。在焦裕禄的主动要求下，他当了民兵，并
参加了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

1946年 1月，焦裕禄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参加区武装部工作，领导民兵坚持游击
战。之后，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复
查工作，曾担任组长。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来
到河南，分配到尉氏县工作，一直到1951年。
他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年
团县委副书记等职。而后又先后调到青年团
陈留地委和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团地
委宣传部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53年6月，焦裕禄到洛阳矿山机器制
造厂参加工业建设，曾任车间主任、科长。
1962年6月任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
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
书记。

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是个饱受风
沙、盐碱、内涝之患的老灾区。焦裕禄踏上兰
考土地的那一年，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3年
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
历年最低水平。“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焦
裕禄从到兰考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层调查研
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
大队中的120多个。

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
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
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
候，他带头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
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
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

草庵、牛棚，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群
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
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全县
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
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骑不
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
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强行送进医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
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
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
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
好”。196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焦裕禄同
志为革命烈士。

焦裕禄去世后，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接
力奋斗，不仅实现了焦裕禄治好沙丘的遗愿，
更是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7年3月，兰考成为河南首个脱贫摘帽的
贫困县，利用焦裕禄当年带领大家栽下的泡桐
树制作乐器、家具等，也成为兰考致富奔小康
的一项重要产业。

“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发扬艰苦奋斗
的精神，我立志成为像焦裕禄一样的人民公
仆……”焦裕禄纪念园里，一群又一群青年党
员面向焦裕禄的墓碑，庄严宣誓。

（新华社郑州5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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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新华社记者 王烁

王进喜：“铁人”长眠，精神永存
●新华社记者 王铭禹

焦裕禄像。 新华社发

王进喜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