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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潘 娜

[摘要]《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成熟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为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了一项基础主干党内法规。这一条例的出台，有益于引导全党全社

会树立正确党史观。围绕认真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

线、主流本质，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明确规定，以制度力量调动积极因素、加强工作

实效，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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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也是“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营养剂”。2024

年 2 月，党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成熟做

法上升为制度规范，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

化长效化提供了一项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条

例》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

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树立

正确党史观作出明确规定，必须准确认识把握、

认真贯彻落实。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党史观”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党史观，是让

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的先决性条件。我

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

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一些党员干

部之所以理想迷茫、信仰动摇、信念滑坡，根本

原因就在于没有牢固坚持唯物史观这个认识和

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从这个角度而言，推动

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关键在于树立

正确党史观。

《条例》第三章“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第十

五条专门对树立正确党史观作出规定，明确了

学习什么内容、把握什么重点、坚持什么立场、

反对什么错误、达到什么效果等重要问题，为学

习党史、坚持唯物史观提供了根本遵循、主要原

则、基本要求。因此，树立正确党史观，应贯穿

于党史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各方面、众领域、诸

环节，引导党员干部切实运用唯物史观全面系

统学习党史，以科学的方法形成正确的观点，做

到对理想信念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不骄傲

不急躁，不消沉不动摇，经得起各种风险和困难

的考验，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党史观，关键

在于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斗争本领，把握历史主

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

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

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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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呼声”。①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

题，关键在于科学认识、准确把握、正确解决问

题。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

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

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

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这

就要求党员干部带着问题意识学习和运用党

史，不仅要学“是什么”“为什么”，还要学“怎么

看”“怎么办”，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深化对党的信赖，坚定对党的全面领导的信念，

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党史观，目的

在于锤炼党性，切实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力量，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

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形成最大“同心圆”、最大

“公约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进，必须

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党的旗帜下，调

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共同奋斗。要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

聚起来，就要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强化

思想政治引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就此而

言，《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不仅要在党

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做到全

面抓与重点抓相统一、覆盖全党与面向社会相

贯通，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全党全社会干事

创业的强大动力。

“认真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

推动全党全社会实现思想上的共同进步

认真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是让

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共识的基础性工作。

要端正态度读正史，认认真真学正史。《条

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要求“认真学习党史基

本著作和权威读本”。现实中，一些人“不信正

史信野史”，一些人热衷于传播八卦轶闻，对非

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一些文艺创作为了“博

眼球”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一些学术研究以

“学术自由”“理性反思”为名妄评妄议党史，对

待历史事实缺乏基本的敬畏和尊重。特别是一

些有着较高叙事技巧的“高级黑”历史读物和文

艺作品，明褒实贬、指东打西地进行攻击抹黑，

欺骗性、迷惑性和危害性极大，在不知不觉中搅

乱人心。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如果没有足

够的历史知识储备和较高的理论思辨能力，很

容易受到误导而偏听偏信。基于正反两方面的

历史经验，必须从学正史这个源头上加强思想

政治教育，着力推动全党全社会在思想上共同

进步。

要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摆在突出重要的位

置。《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要认真学习党的三个

历史决议，学习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

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

求，理解和把握党中央关于党史的最新表述、评

价和结论，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进

入新时代，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

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

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和运用好党的历史，

必须准确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XiJinPing XinShiDai ZhongGuo TeSe SheHui ZhuYi SiXiang |

14 前 线 / 2024.4

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不懈用这一创新理论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全面系统学习党史基本内容和宝贵历史

经验。《条例》第十二条专门对全面系统学习党

史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学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历史，学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

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认

识和把握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

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的

历史性贡献”。这些规定明确了党史学习的基

本内容，有助于引导党员干部学习和运用党在

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获得思想的

启迪、知识的武装，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强继往开来的

历史使命感，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本领，站在

历史的深厚基础上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主流本质”，实事求是把握和看待党史上的

重大问题

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关键在于

对党史上的重大问题要有科学分析和准确把

握。《条例》明确要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

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重大

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正确对待党在前进

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这个重要规定，鲜

明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贯立场和鲜明态度。对

于党员干部而言，在学习和运用党史的过程中

应着重从两个方面加以贯彻落实。

必须牢牢把握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科学结

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2021 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是我们党在重大历史关头总结历

史经验，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对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郑重作出的科学结论。特别是党的第

三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是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发扬经验、吸取教训的典范之作。党的第三个

历史决议，注重运用党史基本著作成果和党史

界学术研究成熟成果，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新

论断新表述，既坚持前两个历史决议的基本论

述、基本结论，也体现了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

新认识。这些新认识，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关于

党史的最新表述、评价和结论，是党员干部深入

学习领会党史的重中之重。

必须注意克服主观主义的态度。准确把握

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既是一种

思辨能力，更是一种态度和作风，是检验党性的

一个重要依据。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干

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明确区

分了主观主义态度和马克思主义态度“这两种

相互对立的态度”，并概括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习惯于“想当然”，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

误。这种错误，如果反复出现在对党史重大事

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认识和研究上，就会

产生严重后果。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

和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

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

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

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用今

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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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

的业绩。党员干部必须花大气力、下真功夫系

统掌握唯物辩证法，坚持发展地、全面地、系统

地、普遍联系地考察历史，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

的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

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必须分清主流和支流，从党

的整个实践探索历程出发，引出固有的而不是

臆造的规律性认识。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

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

培元

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必须坚决

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一

股反动政治思潮，它采用“有所虚无、有所不虚

无”的伎俩和手段，往往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

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同

时对侵略者、叛徒汉奸等歌功颂德，根本目的是

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有鉴于此，必须旗帜鲜明地

加以反对和抵制。《条例》明确规定要“坚决反对

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并在制度执行、运行、落

实上作出了保障和监督的具体要求。

着力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苏联解

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十分激烈

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

共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把整个党的思想搞乱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深刻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

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

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

清源、固本培元。”①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

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错误

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开辟前进道路的。要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正确看待、辩证认识、理

性分析历史问题，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

对比，辨明真假黑白，自觉反对那些数典忘祖、

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条例》关于

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规定要落到实处、

见到实效，必须着力解决不敢为、不愿为、不会

为的问题。这就需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各级党委（党组）切实履行好党史学习教

育工作主体责任，加强对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开

展情况的监督检查，将其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

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

纳入巡视巡察内容。避免出现弄虚作假、空喊

口号，做表面文章的形式主义，避免出现作风飘

浮、拖拉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因此，必

须通过“关键少数”来带动“绝大多数”。领导干

部要学在前、作表率，正确处理历史和现实、政

治和学术、研究和宣传等关系，自觉与丑化党和

国家形象、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抹黑英雄模

范、歪曲党的历史等言行作斗争，形成一级带一

级的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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