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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
关头，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想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必须继承和发展党的经验，首先从思想
上入手，通过拨乱反正，使人们的思想“来个
大解放”，夯实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石，进
而才能进一步确定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为
此，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破除“两个凡是”的
思想束缚，为思想上的“破旧立新”清除障
碍；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和指导方针；推动拨乱反正，为思想路
线的切实推进奠定了政治保证。全党解放
思想经历了从“破”到“立”的过程性实践，虽
然在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过程中，面对重
重压力甚至阻力，但邓小平同志始终以高度
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科学性、前瞻性地推
进了思想上的统一，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
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开创奠定了根本的思想保证。

深刻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基本
问题，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
了科学的理论保证

正确回答事关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
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发
展的前提条件。邓小平同志指出：“问题是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
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为此，邓小平同志带领
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明确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
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提出四项基本
原则，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思想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邓小平
同志论述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
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
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
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的思想观点，共同奠
定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基础。这些重大理论观点，既坚持了科学社
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坚持守正创新，把我们
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正确开启改革开放这个“第二次
革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
入了不竭的强大动力

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找到一
条符合时代发展条件、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
发展方向的新路。在全面分析世界现代化
发展新潮流、审视中国当时发展局面的过程
中，邓小平同志从改革开放破题，为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动力。具体而
言，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明确了改革开放的
紧迫性和必要性，为抓住时机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基调；强调了改革开
放的方向、目的、原则、方法、判断标准，为以
改革开放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
发展提供了基本理论；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接

续性和长期性，为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
明确了思路。在邓小平同志的深刻洞察、深
入思考中，中华民族通过改革开放迈出了全
新的步伐，对于推动民族复兴产生了深刻
影响。

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为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道路目标

面对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遭到
严重破坏的困局，“向何处去”是我们亟待回
答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以高度的历史
主动和历史自觉，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过程中，结合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冲
破了笼罩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重迷雾，提
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伟大号召，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
确了道路目标。具体而言，邓小平同志带领
我们明确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坚定了
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明确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实现
了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明确制定了事关
社会主义长远发展的制度规范，为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夯实了制度根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坚持、
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有力促
进了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
题，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赢得了宝贵的时代条件

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是影响世界格局

和人类前途命运的重要问题，对战争与和平
的基本判断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战略和走
势。通过深刻分析 20世纪后几十年的世界
大势，着眼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整体利
益、长远利益，充分考虑历史和现状，邓小平
同志领导我们党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
得的历史机遇、宝贵的时代条件和良好的
外部环境。具体而言，邓小平同志带领我
们深刻洞察了世界和时代发展大势，提出
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明确了和平与
发展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是
谋发展；提出了处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基
本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提供
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
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
进。”我们要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
务，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实事求是，在“两个结合”中用马克思主
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坚持独立自
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
摇；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坚持胸怀天下，将当代
中国发展的命运与人类文明前途紧密联系
起来，努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宁夏区委党校）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
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改革开放进程中的
经验教训，强调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优良传统教育，使
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得到提高，确保
了红色江山稳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
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邓小平对党的纪
律建设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并开展一系
列极富成效的实践推进工作，为党的纪律
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入研究改革开
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
理论与实践，对于在新征程上进一步加强
党的纪律建设，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

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理
论的生成逻辑

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思
考，是基于对纪律建设的理论逻辑、历史
逻辑、现实逻辑、发展逻辑的深刻认识的
理论结晶，是充分体现改革开放党的建
设时代特征的思想成果。

首先，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理
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视纪律建设的
思想观点。其次，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
建设理论具有深厚的历史基因，是中国
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经验总结。遵规
守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也是
不断取得胜利的经验总结。邓小平作为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在其革
命生涯中不仅自觉遵守纪律，而且高度
重视纪律建设。再次，邓小平关于党的
纪律建设理论充满强烈的问题意识，是
反思党的历史上纪律松弛状况和“文化
大革命”时期纪律涣散局面中生成的。
此外，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理论体
现高度的政治责任，是完成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任务的必然
要求。

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
理论内涵

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
集重要地位、内容要求、工作机制、内外
关联于一体，形成一个思想深邃、内涵丰
富的全面性、系统化体系。首先，明确党
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地位。邓小平对党的
纪律建设的重要地位是从坚持和改善党
的领导的维度、加强党的建设的维度、社
会主义建设的维度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的维度来认识的。其次，提出党的纪律
的内容和各项纪律建设的要求。通过对
《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1975—
1997）》关于党的纪律理论的梳理，可以
看到，邓小平尽管没有完全界定党的纪
律的基本类型，但其论述中已然蕴含了
今天六大纪律的范畴，并明确了各项纪
律建设的要求。再次，建构党的纪律建
设的工作机制。邓小平通过深邃思考，
建构了一个科学有效的党的纪律建设的
工作机制。这一工作机制包括纪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加强党的纪律教
育的前提保障、维护和执行党和国家的
方针政策不打折扣的衡量标准、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此
外，厘清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外关联。为了确保党的纪律建设的精
准性、有效性和科学性，邓小平认为要处理好党的纪律之间的关
系、党的纪律与其他相关要素的关系，厘清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外
关联。

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实践推进

邓小平不仅对党的纪律建设进行深邃的理论思考，而且在实
践中积极推进，推动党的纪律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产生丰硕实
践成果。其重点实践推进工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导党的十二大党章的修改。在党的十二大党章的整
个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审阅，还对加强党的领导、党和群众的
关系、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反对家长制和个人崇拜等方面提出十
多条意见。第二，倡导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邓小平的
积极倡导和指导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得以恢复重建，对于拨乱
反正，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整顿和端正党风，维护
党的纪律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纪律保证。第三，推动《关于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制定出台。邓小平积极推动《准则》的制定
出台，《准则》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是
非界限、处理党内关系的重要原则等加以系统化和规范化，对规
范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起到重要作用。第四，注重党纪党规
的细化落实。在邓小平领导下，党全面开启了党纪党规制度化、
系统化建设。围绕当时党的自身建设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在制定
党章、《准则》等根本性、基本性党内法规制度的基础上，一系列更
加具体、细化的具有党纪党规性质的规章制度纷纷颁布施行。

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推进
的现实启示

重温当年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推进，
对于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重要而深刻
的现实启示。一是，必须从全面从严治党治本之策的政治高度认
识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对党的纪律和纪律建设的重
要性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推进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等多方
面阐述其重要地位，具有极强的政治卓识、高超的政治前瞻。这
就启示我们：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增强对党的纪律建
设重要性的深度认知，将其置于全面从严治党治本之策的地位来
看待。二是，必须把政治纪律放在党的纪律建设的首位。邓小平
对于党的纪律建设自始至终都强调政治纪律，带头遵守和模范践
行党的政治纪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政
治纪律是党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
的基本准则，是维护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的根本规定。这就
启示我们：严明党的纪律必须从严肃政治纪律抓起，紧紧抓住政
治纪律这个“纲”，做到“纲举目张”，带动其他纪律的落实。三是，
必须以创新的理念思路深化对党的纪律及纪律建设内在机理和
运行规律的把握。邓小平从理论上厘清了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外
关联。这就启示我们：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必须深化对党
的纪律及纪律建设内在机理和运行规律的把握，把握党的纪律与
相关联要素的逻辑关系，确保党的纪律建设取得更为显著的成
效。四是，必须突出纪律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作用。

邓小平主张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
将其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前提保障，并对纪律教育提出了一系列
方法原则，收到了明显成效。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在全党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
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
举措。

（作者单位：中共宁夏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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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一生四次来过宁夏，留下
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足迹和历久弥新的红色
记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来宁夏传播了马列
主义和革命思想。1927年 2月，时年 23岁的
邓小平等 3人受党的指派，从苏联回国途经
宁夏作短暂停留。其间，他向中共宁夏特别
支部党员宣传了马列主义，介绍了俄国十月
革命的情况和苏联的政权建设等方面情况，
并耐心指导特别支部加强自身建设。还深
入银川市中山街、柳树巷、南关双城门、旧满
城街、新城等地，了解各族群众的生活状
况。之后，经灵武县、吴忠县、同心县、固原
县等地前往西安，沿途调查了民情风俗，向
群众宣传了革命思想。

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来宁夏给我们留下
了“跟着走”的崇高精神和品格风范。长征
之初，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通过手刻
油印的方式编印刊物，为战士们提供“精神
食粮”。遵义会议之前，邓小平被任命为中
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1935年 6月
至 7月，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
部长，以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激励红
军战士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10月 5日
至 9日，邓小平跟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长
征经过宁夏，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宁夏。其
间，他先后在今西吉、隆德、原州区和彭阳一
带住宿。青石嘴战斗后，他还向杨成武要了
一些布匹，为宣传队的小战士们做了新衣
服，使小战士们飒爽英姿，留下了动人的红
色故事。沿途，邓小平每到一处，都向群众
宣传党和红军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宣传党和红
军的严明纪律，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对于长

征，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好奇地问他：“长征
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
答：“跟着走！”“跟着走”，体现了邓小平对理
想信念坚定追求的崇高精神；“跟着走”，体
现了邓小平忠诚于党的品格风范。“跟着走”
昭示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作为共产党员
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邓小平同志第三次来宁夏给我们留下
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和永不磨灭的红色
记忆。1936年 5月至 11月，为巩固和扩大革
命根据地、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和打
通国际线路，党中央作出了西征的战略决
策。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
随西征红军转战宁夏。这是他第三次到宁
夏，停留的时间最久，留下的故事最多。

邓小平等领导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党的
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工作。邓小平和政治部
主任朱瑞等一起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
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对回族人民的宣言》
等文件精神，带领干部深入基层部队，指导
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和尊重回族风俗习
惯教育。红军每到一处，都张贴革命标语，
演出文艺节目，同回族群众联欢，帮助回族
群众劳动生产，启发群众思想觉悟，使党的
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党和红军受到了回族
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西征胜利奠定了深
厚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等领导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东
北军的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东北军一起抗
日，是红军西征的主要任务之一。在邓小平
和朱瑞的领导下，红军各部队都建立了抗日
统一战线工作小组，通过传唱救亡歌曲，进
行战场喊话、散发传单、书写标语等形式，开
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红军对被俘的东
北军官兵以礼相待，进行宣传教育后全部释

放。经过努力，红军与东北军达成了互不侵
犯、共同抗日的秘密协议。在清水河畔，形
成了一道“奇怪的战线”，白天两军对垒、互
放枪炮，夜晚则聚会联欢、亲密友好。红军
和东北军由你死我活的敌人变成共同抗日
的友军。

邓小平是将台堡会师的亲历者。1936年
10月 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
师，是红军长征中的最后一次会师，标志着
红二方面军长征结束，也标志着历时两年的
伟大长征胜利结束。将台堡会师，在中共党
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宁夏党史上，具
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全程参加了会师。10月 21日，
在西吉县平峰镇，左权、聂荣臻、邓小平与贺
龙、任弼时、关向应和刘伯承等亲切会面。
22日，在将台堡，左权、聂荣臻、邓小平和红
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与贺龙、任弼时、
关向应和刘伯承等会师，参加会师的部队有
11500多人。24日，邓小平在红二方面军营
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向
红二方面军指战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逼蒋
抗日的方针，以及中央关于红二方面军到陕
甘地区的具体任务。听了邓小平的报告，指
战员对党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有了明确
的了解，情绪异常激动和兴奋。

邓小平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红色记
忆。邓小平不仅参加了西征的许多重要战
斗，参加了吊堡子会议和王家团庄会议等重
要会议，还留下了“邓小平背粮”“邓小平唱
马赛曲”“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等红色故事。

邓小平第四次来宁夏推动了宁夏的“三
线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十分关心
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8年夏，中共
中央书记处在听取了宁工委和自治区筹委

会领导人关于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后，书记
处书记李富春对宁夏的经济建设等工作提
出了三点意见：第一，宁夏是河套地区，有发
展农业的优越条件，一定要大力搞好农业；
第二，宁夏搞工业建设，要从自治区的资源
状况出发，首先要搞好适合农业发展的加工
工业；第三，加强宁夏地下资源的勘查，大的
项目由中央统筹安排。作为中共中央总书
记的邓小平对李富春的意见表示同意，还希
望宁夏各级领导带领回汉各族人民团结一
致，搞好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末，中国
面临的国际局势非常严峻，党中央为加强战
备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
策。为指导宁夏的“三线建设”，1964年 3月
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
邓小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等来宁夏视察工作，这
是他第四次来宁夏。他们查看了宁夏贺兰
山防空图，与宁夏党政军领导一起分析了贺
兰山天然屏障和防空设施的特点以及在未
来战事中的重要作用。听取工作汇报后，
邓小平指出，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加快宁夏
的社会主义建设。宁夏作为少数民族地区，
特别是西海固地区，一定要认真贯彻党的民
族政策，做好民族统战、宗教工作，回汉各族
人民团结起来，把宁夏建设好。

针对“三线建设”中出现的一些新问
题，1966年 3月 22日，在听取自治区党委负
责人汇报工作时，邓小平作出明确指示，有
力推动了宁夏“三线建设”，填补了宁夏工
业的空白，改善了宁夏的工业布局，增强了
宁夏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奠定了宁夏
现代化的基础。

（作者单位：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

邓小平同志四次来宁及其历史影响
□ 饶彦久

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始
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将维护人
民利益作为最高准则，为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大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的一生，是光辉
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他对党、
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作出了突出
贡献，功勋彪炳史册、永励后人。学习邓小平
同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大爱，就要
坚守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在为民造福
中推进民族复兴伟业。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作出重大贡献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
邓小平始终对人民群众怀着无比热爱的感
情，始终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
和实现人民利益的最高准则。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恢复和发扬
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
指出：“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
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在一方面，
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在另
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
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的方法。”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人民群
众的地位和作用，他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

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
宝。”在他的工作实践中，也十分尊重群众的
首创精神，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
大作用。在长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
程中，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
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不同时
代特征和人民群众意愿相结合，创造性地运
用和发展了人民主体思想，为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提供不竭动力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
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
著标志，这个立场也就决定了我们党做任何
事情的出发点、落脚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历经浴血
奋战，终于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
历史使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
人民从此站立起来。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
展了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精髓，把“以人
为本”确立为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出发点和归
宿，提出中国人民全面小康的幸福观，充分
考虑人民情感和人民利益，注重改变贫穷落
后的物质生活，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充分调
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强调发挥人民力量，

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他
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
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
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
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
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
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
自己的各项任务。”正是因为他坚持实事求
是和群众路线相统一，善于从人民群众创造
历史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思想智慧和前进力
量，才能领导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中，
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奠定理论基础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改革开放时期，
邓小平就对维护人民利益发表了重要论述，
强调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明确提出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
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
导”的重大问题。

1979年，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切实解决干部
特殊化问题的三条措施：一是高级干部要带
好头；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对高级干部的生活
待遇作出明确规定；三是必须恢复和发扬党
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1982年，他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

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
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
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
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
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
耸听。”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鲜明
提出“从严治党”、制度建党，抓住党管干部这
个关键，整顿党的组织，严格执行纪律，继承
和发扬优良作风，坚决惩治腐败，为实现新时
代全面从严治党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党
在历史上形成的宝贵经验，明确提出全面从
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根源问题，也要解决
实际工作问题，要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
民，为实现中国梦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

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
情感寄托，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
的力量源泉。邓小平同志的一生，生动诠释
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表明了人民至上的
理念。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
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高度重视人民
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
准则，孜孜以求增进人民福祉，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锐意进取、团结奋斗，不断谱写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的壮丽篇章。

（作者单位：吴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
究室）

坚守深厚为民情怀 推进民族复兴伟业
□ 胡建东 乔 婧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开创者。新时代新征程，回顾邓小平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开拓、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进程，对于接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继续奋勇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启示
□ 马永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