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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与研究 

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党的自我革命力量 
 

李旭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  100083 

 

【摘  要】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既是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的强大精

神动力。通过弘扬延安精神，能够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力的精神武器和正确的价值引领。

从内涵上看，弘扬延安精神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现在坚持

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上，二是体现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要求上，三是体现在与外部环境的艰苦斗争上，

对于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提供积极有益的现实

启发。 

【关键词】延安精神；自我革命；精神资源 

 

Draw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ry strength from the Yan' an spirit 

Li Xu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Beijing  100083 

【Abstract】Yan 'an spirit spans time and space and grows new，which is not only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a powerful spiritual power for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in the new era.By carrying forward the Yan 'an spirit，

it can provide a mature theoretical system，a powerful spiritual weapon and a correct value guidance for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Look from the connotation，carry forward the Yan 'an spirit and promote the party's self revolution has 

logical consistency，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one is embodied in the value pursuit of the people first，the 

second is reflected in the practic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three is reflected 

in the hard struggle wit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for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party's self revolution，realize the 

party's self purification，self innovation，self-improvement and self-improvement provide positive and beneficial reality. 

【Key words】Yan'an spirit；self-revolution；spiritual resources 

 

引言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

地时指出，“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培育形成的以坚定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

代代传承下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上，把延安精神总结好、发扬好，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延安精神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宝贵精神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党建设

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

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深

刻指出了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新要求。延安精神作为

中国共产党重要精神丰碑，以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力的精

神武器和正确的价值引领滋养和淬炼着党心党魂，指引着

党的自我革命。 

（一）延安精神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成熟的理论体系 

理论指导是淬炼党性的基础，共产党人进行自我革命离

不开正确的理论指导。延安时期，为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

题，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科学性系统性

阐述，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号

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党的理论武装，以适

应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后来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干部学习

的指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纲

要和文件指示，为党员干部的学习加强党性教育学习作出了

具体要求和指导。1945 年，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

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机关干部内掀起了学习党的七大文件

热潮，有力破解了党内存在的立场不稳、思想不纯等倾向，

切实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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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安精神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有力的精神武器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瞄准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科学

方法和有效途径。延安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批评与自

我批评这一“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为

解决党内建设问题提供了有力武器。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

中作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概念阐述，并指出要用这一

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针对党内存在干部独断专行、民主氛

围不够浓厚等问题，毛泽东提出全体党员广泛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大会，积极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反省，贯彻“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而产生端正党员作风，革

除党内顽瘴痼疾的积极效果。这一时期，各机关党员干部

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行动，积极发挥示范引领的作用，

有力推进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增强了党进行自

我革命的能力。 

（三）延安精神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正确的价值引领 

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就要坚持人民至上，密切联系群众，

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延安时期，党中央从认识论和辩

证法的高度构筑了关于党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群众立

场以及群众工作方法的科学理论体系，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

了正确的价值引领。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

题》中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并

指出“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陈云认为，只有真正把为群

众利益斗争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41 年，由于陕甘宁根据地部队庞大以及征粮指数偏高等

问题，当地百姓不堪重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立即采取措施，

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及时调整征粮指标，并通过大生产

运动，切实解决了当地百姓的生活负担问题，获得了广大人

民的支持。 

二、弘扬延安精神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逻辑一致性 

延安精神和自我革命的建设主体不同，一个是党和人民

群众，一个是由先进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政治党派。但从

本质上讲，两者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党的自我革命是弘扬

延安精神的政治前提，延安精神又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

精神滋养，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一）一致性体现在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在延安时期，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在党的革命实践

中展现的淋漓尽致。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实行符合人民群众

利益的方针政策，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和

崭新气象，成为百姓赞不绝口的廉洁政府。与此同时，还涌

现了一大批与人民同甘共苦、真抓实干、无私奉献的高素质

领导干部，受到人民百群众的夸赞和爱戴。例如，毛泽东在

工作之余出来散步，碰到农民、小商贩和赶车人等都会主动

上前打招呼，并主动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为百姓排

忧解难。为了给百姓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党中央和边区政府

积极实行公营经济，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拿出

所有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发展当地教育，建立医疗合作社

等，真正把为人民服务落在实处。 

（二）一致性体现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要求 

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干部健康肌体的“神经末梢”，也是

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新时代，只有

把基层党组织政权建设好、巩固好，才能筑牢共产党的根基，

以提高党的战斗力。这一实践要求在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初到延安之时，针对大部分党员干部

文化水平较低、甚至是文盲等问题，党支部积极成立读报组、

识报组和冬学等教育机构，并选拔一些优秀干部到县级以上

的机关学习，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广泛传播，提升党员干

部的理论水平。到 1940 年，全国党员人数已经从抗战初期

的 4 万扩展至 80 多万，农民和知识分子占到党员总人数的

30%以上。抗战结束后，党中央改编和扩编人民武装，一大

批思想先进、想要进步的士兵纷纷加入，进一步扩大了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队伍，为延安地区不断取得胜利提供了坚强的

组织保障。 

（三）一致性体现在与外部环境的艰苦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要勇于自我革命，坚决清除一切侵蚀

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气神”

和延安时期党领导人民勇于斗争的内在机理具有一致性。一

是与自然环境作斗争。陕甘宁边区地形千沟万壑，干旱少雨、

冻灾频繁，农业生产大部分沿用相当原始的技术和工具，广

种薄收。面对衣难蔽体、食难果腹的艰苦恶劣条件，共产党

领导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用锄头耕耘，用双手

耕作，把“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开辟了向荒山野

岭要粮的景象，革命根据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二是与敌人作

斗争。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敌后根据地人民实

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

包围封锁，各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抗战以来最为艰难的局面。

面对严峻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党始终以抗战大局为重，

提出“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不断维护和发展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牢牢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展现了革命

战士不怕死、不怕累的革命斗志和斗争精神。 

三、延安精神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现实启示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延安

精神作为新时代加强党的自我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对于新时

代永葆党的先进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实

现党的自我革命、自我净化和自我发展提供有益的现实启发。 

（一）坚定理想信念，以自我净化割除毒瘤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政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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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这既是对延安时期党的自我革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也是对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关键实现路径的正确

把握。新形势下，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之“钙”

缺失等突出问题仍然存在，必须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淬炼自

我，筑牢精神支柱，为保持党的政治纯洁性指明方向。一是

毫不动摇的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让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唯物辩证法，不断加强理论创新，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精准发力。二是

通过党内集中教育、经常性教育等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

水平和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在在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中把牢

理想信念“总开关”。三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行动指南，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永葆

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本色，让理想信念成为党员、干部不断

焕发蓬勃生机活力的锐利武器。 

（二）站稳人民立场，以自我革新永葆活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自我

革命的道路上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从根本上讲，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就是要同人民保持血

肉联系，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一是要时刻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记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衡量党的

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党员干部要坚决抵制和防范人民群众

反对和痛恨的问题，不断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

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和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二是要敞开大门，勇于接受人民监督。

外靠人民监督，内靠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和

考验中保持自身纯洁，跳出“历史周期率”，永葆生命活力

的两个答案。党要积极为人民群众建言献策提供更加方便的

途径和渠道，坚持让群众参与，让群众批评，透明公开，多

听意见。 

（三）培育良好作风，以自我完善修复肌体 

当下，针对党内存在的纪律松弛、个人主义等突出问题，

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从延安时期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整顿

党的作风中推进自我革命的经验和方法中汲取力量。一是用

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让党员干部在积极健康的党内政

治生活中检视自我，修正自我。既要端正思想，决不讳疾忌

医，也要坚决反对避重就轻、不敢批评和知错不改的错误倾

向。在这一过程中，要防止简单粗暴，恶意伤人，运用“团

结—批评—团结”的正确公式，从党性、信仰、作风等问题

入手，有针对性的开展。二是要发扬整风精神，坚决反对“四

风”。各机关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开展“三严三实”、

“两学一做”等主题教育，以钉钉子精神和“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的态度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三是要坚决推进反腐败斗争，任何组织机关和领

导干部，无论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一旦违反党内法规

和条例纪律，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四）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提高增强本领 

新时代，面对各种新的风险和考验，中国共产党必须把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一是要

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任人

唯贤的选人标准，公平公正地选择那些忠诚干净的、受人民

欢迎的、肯为人民办实事的高素质人才干部，选优配强各级

领导干部班子，激励干部积极作为，敢于作为；二是要坚持

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把从上而下的组织领导和从下

而上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党组织作为管党治党的

责任主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又要激发党员干部个人作为管

党治党的行为主体的自觉主动性，实现两者的有机衔接，加

快推进党员干部将党内法规制度要求转化为个人行为习惯，

让领导干部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结语 

历史和实践证明，百年大党之所以饱经沧桑而本色依

旧，敢于与自身斗争，善于与自身斗争，不断进行党的自我

淬炼，与延安时期形成的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有着紧密的联

系。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坚守和弘扬延安

精神，一以贯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提供坚强的领导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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