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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习近平

一

我们说过，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过去取得的实践和理论

成果，能够帮助我们更好面对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但不能成为我们

骄傲自满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包袱。我们的事业越前

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

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

思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

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全党同

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

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

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

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二

我们做的事是前无古人的，我们要学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经典

著作不能给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只能运用它的原理、立场、

观点、方法，通过自己的摸索、咀嚼、创新来提出答案。西方的东西



要借鉴，但不能完全吃它这碗饭，不能全盘接受。我们搞的事业，我

们是先行者、探索者，没有人给我们提供可以采用拿来主义态度的经

验，必须通过理论上不断探索、不断突破来指导实践，并用实践中摸

索到的规律来升华我们的理论。（2015 年 12 月 28 日、29 日在中央

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三

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

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

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

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

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

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2016

年 5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

我们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是

说就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了，我们必须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

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活力。同

时，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完善和改进，都是在既定方

向上的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变方向，更不是要丢掉我们党、国家、人

民安身立命的根本。（2016 年 10 月 21 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五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

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

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

及其他各方面创新。（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六

我们通过守正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守正就不

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不是刻舟求剑，还要往前发展、与

时俱进，否则就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2019 年 3 月 18 日在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七

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

从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通过古丝绸之路

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都相继进入中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从来没

有产生过文明冲突和宗教战争。中华民族没有对外侵略的传统。600

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时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

茶叶和瓷器，而不是战争，沿途没有占领一寸土地。（2019 年 5 月

14 日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时的讲话）

八

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坚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初心

使命不动摇，同时要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解决好党内存在

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提高自我革命实效。（2019 年 6 月 24 日在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九

100 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

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2021 年 2月 20 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十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果没有中华 5000 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

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

视挖掘中华 5000 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1

年 3月 22 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考察时的讲话）

十一

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

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

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

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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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

章。

“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我们要实事求是分析变和不变，

与时俱进审视我们的理论，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



创新，决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2022 年 1月 11 日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十二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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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

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我

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2022 年 5

月 27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十三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

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

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

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

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2022 年 10

月 16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十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



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0

年来，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

本遵循。

十五

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守正才能

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中国

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首先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

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

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

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同时，要把

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着眼于解决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领

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积极营造崇尚创新、鼓励创新、

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各级领导干部要加

快转变不适应创新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工作

方法，真正成为创新的引领者、推动者。（2023 年 2月 7 日在新进

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十六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

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



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

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

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

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十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

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

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

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

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

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十八

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

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

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

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

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新时

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

当代华章。（2023 年 6 月 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九

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

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坚持是为了更好地

发展，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

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

脉的颠覆性错误。我提出守正创新，就是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条路都是死路。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

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坚定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对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

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

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

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2023 年 6月 30 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

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二十

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

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

东西绝对不能动摇，同时要敢于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

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2024 年 5月 23 日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

上的讲话）



二十一

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决定》提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遵循的“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不断深

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对于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改革行稳致远，具有重大指

导意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是我国改革

开放成功推进的根本保证，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

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尊重人民

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善于汇集民智、凝

聚民心，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守正创新，既要

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四个自信”

不动摇，又要有敢创新、勇攻坚的锐气胆魄，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

破。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要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

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坚持全面

依法治国，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改革难题，巩固改革

成果，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

上升为法律制度。坚持系统观念，要统筹兼顾、辩证施策，处理好经

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

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些原则，必须在改革

实践中毫不动摇坚持并不断丰富和发展。（2024 年 7月 18 日在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二十二



要坚持守正创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以经济体制

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

力和制度保障。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该改的坚定不移改，不该

改的不改。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

实效，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2024 年 8月 22 日在纪念邓小

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党员学习暨反馈时间信息表

序号 姓名 反馈时间 序号 姓名 反馈时间

1 余 枭 2024-12-02 10:34 20 张 镇 2024-12-04 16:36

2 梁建仓 2024-12-02 10:27 21 张立志 2024-12-03 14:54

3 周宏卫 2024-12-02 10:18 22 付志义 2024-12-02 20:26

4 宗宏三 2024-12-02 10:00 23 侯金钟 2024-12-02 17:55

5 李立庆 2024-12-02 09:52 24 王彦平 2024-12-02 17:29

6 王金瑞 2024-12-02 09:27 25 冯志军 2024-12-02 16:49

7 王 勤 2024-12-02 09:22 26 李德文 2024-12-02 15:14

8 王天鹏 2024-12-02 09:21 27 潘金平 2024-12-02 15:04

9 马维克 2024-12-02 09:17 28 王武天 2024-12-02 14:34

10 金 磊 2024-12-02 09:16 29 田盛涛 2024-12-02 14:33

11 李进新 2024-12-02 09:13 30 沈 渊 2024-12-02 14:26

12 刘玉平 2024-12-02 09:11 31 赵 杰 2024-12-02 14:00

13 张兴茂 2024-12-02 09:09 32 魏金宝 2024-12-02 13:28

14 马健业 2024-12-02 09:08 33 刘彦寿 2024-12-02 12:15

15 崔小伟 2024-12-02 09:06 34 韩东润 2024-12-02 11:44

16 马 明 2024-12-02 09:04 35 吕兴潮 2024-12-02 11:40

17 杨诗栋 2024-12-02 09:04 36 张 军 2024-12-02 11:25

18 杨自江 2024-12-02 10:34 37 张晓桐 2024-12-04 16:36

19 韦 琦 2024-12-02 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