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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的密钥
■曾峻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上海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一个世纪以来，在领导伟大社会革

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成长为顶天立地

的领导核心、 时代先锋和民族脊梁。面

对百年未有之大疫情、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 ，显示出高超

政治领导力； 面向新的百年奋斗目标，

世界最大的政党众志成城、 热血激昂，

依然生机勃勃。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

华诞之际，总结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

力的宝贵经验，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和

回答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这个时代

之问、世界之问。

永远年轻：一个世纪
的不懈追求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展示

出舍我其谁的勇气 、朝气和锐气 。从成

员构成看，代表全部50多名党员参加一

大的代表 ，平均年龄为28岁 ，正是英姿

勃发 、 血气方刚的年纪 。 从政治主张

看 ，经过理性比较和认真研究 ，中国先

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

的思想武器，选择共产主义作为远大追

求，自觉融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潮之

中。从组织体制看 ，中国共产党厉行严

明纪律和严格训练 ， 以保证党拥有强

大的组织力 、战斗力 。总之 ，这个新生

的政党立志以青春之政党造就青春之

国家 、青春之民族 ，成为撬动社会革命

的有力杠杆 。

经过“四一二”反革命镇压、第五次

反“围剿”失利的严峻考验，年轻的中国

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 驱逐日寇的民族

事业、解放全中国的大决战，激发起全党

革命意志、斗争热情和创造能力。为防止

骄傲自满、 腐化堕落危害党的生存和发

展，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纪律

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根据地、解放区成

为清正廉洁、充满朝气、令人向往的红色

“大本营”。

如果说在严酷战争状态下保持党的

生机活力还相对容易 ，那么 ，在执掌政

权后保持党的生机活力面临的挑战则

更大 。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同志即

要求全党继续做到 “两个务必 ”，在 “赶

考”中交出合格答卷。新中国成立后，毛

泽东要求全党“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

的那么一股劲， 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

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

中国共产党对官僚主义、 消极腐败等现

象进行坚决斗争，确保党不变质、政权不

变色。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 中国共产

党一方面要继续应对执政考验， 另一方

面要积极应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

环境带来的新考验。面对思想僵化、干部

老化、 体制固化等弊端， 邓小平同志认

为， 只有解放思想， 大力推进各领域改

革，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面对苏共丧

失政权、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江泽民同

志提出 ，“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组织严

密、更加行动一致、更加团结有力、更加

朝气蓬勃”，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

安。 面对新世纪新任务， 胡锦涛同志指

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

一劳永逸、或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

在先进， 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因

此，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存在的突出

问题和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

洁性 、永葆青春活力 ，如何永远得到人

民拥护和支持， 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

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

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和最新实践，党的

十九大系统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朝气蓬勃”被明确界定为党的建设

重要目标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 ，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全面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深入开展

反腐败斗争，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提供

了坚强保证。

风华正茂：百年大党
的显著标识

风华正茂，最初是对青年群体特征

的描述，如行动敏捷、思维活跃、主动学

习、敢于尝试、追逐梦想。政党是否富有

生机、充满活力，可以从四个维度衡量：

一是形态 。从 “静 ”的角度看 ，体系健全

并能发挥既定功效 ， 富有吸引力 ；从

“动”的角度看，运行有序，决断科学，执

行有力，能抵御风险。二是姿态。成员精

神饱满 ，有激情 、有追求 ，团结向上 。在

困难面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具有赢

得胜利的信心。三是心态。虚怀若谷、虚

心学习 ，主动接纳新生事物 ，持续提出

新思想新目标新任务， 尝试新实践，主

动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 四是状态。新

陈代谢能力强，及时发现并清除危害肌

体的因素 ，实现自我更新 。对照这些标

准 ，百年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 ，集中表

现在五个方面：

空前的团结统一。 全党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全党、党中

央的核心地位，显示出强大向心力、凝聚

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

定向、领航掌舵，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

破浪、行稳致远。

组织健全高效。 经过百年建设和发

展， 中国共产党已拥有9100多万党员，

建立起包括党的中央组织 、地方组织 、

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各级党

组织全面提升政治领导力 、 思想引领

力 、群众组织力 、社会号召力 ，成为世

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无法比肩的政治

优势。

高度的自信自强。 随着综合国力和

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升，党的面貌、国家

面貌、人民面貌、民族面貌焕然一新。从

“低眉顺眼 ”到 “挺胸抬头 ”，从 “低声下

气”到“不亢不卑”，我们能“踏平坎坷成

大道”，更能“斗罢艰险又出发”，创造新

发展阶段的新奇迹。

旺盛的创造活力。成就了国家、民族

事业的中国共产党， 没有耽于辉煌而固

步自封， 继续保持着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

成就， 便吹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进军号， 把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推

向更高境界。 继续保持着敢为人先的创

造能力，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全方

位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

智慧。

清醒的自我革命意识。 党的十八大

以来， 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 但中国

共产党丝毫没有懈怠。 今年年初， 习近

平总书记提醒全党： 我们党作为百年大

党， 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永葆生机

活力， 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 有了这份忧患意识， 党

就能 “百毒不侵 ”， 一旦发现 “毒素 ”

也能及时清理。

基业长青：永葆生机
的历史经验

回首百年，中国大地上出现过许多

政党 ，绝大多数却成为过眼云烟 。只有

中国共产党由弱小走向强大、成长为中

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环顾世界 ，政党之

多如过江之鲫， 但许多失去执政资格、

沦为时代“看客”，许多陷入颟顸混乱境

地，许多变得老态龙钟、步履维艰。只有

中国共产党屹立不倒 、步履矫健 。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到基业长青？历史给

出了明晰的答案。

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理

想的政党 。 远大理想对于保持党的生

机活力具有三重功能 ：一是凝聚 。党内

互称 “同志 ”，取 “志同道合 ”之意 ，这里

的 “志 ”就是共产主义 ，“道 ”就是马克

思主义 。 远大理想一方面吸引志同道

合者 ， 一方面也成为校准党员行为的

标尺 。二是激励 。实现理想会遇到各式

各样的困难 、挑战 ，每个党员也都容易

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平庸 。 为理想而奋

斗 ，能够激发战胜困难的强大意志 ，赋

予琐碎工作以必要的意义 。三是引领 。

在实现阶段性胜利后 ， 在取得一定成

就时 ， 远大理想让我们看到不足和距

离，因此不懈怠、不自满，向着更高目标

挺进。

初心如一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 “共

产党 ”，而且是 “中国 ”共产党 。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就是

立足中国实际追求远大理想的具体要

求 。为解人民于水火 、救民族于危难 ，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为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 。在不断回

应人民关切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获得

不竭的前进动力 ， 进而保持勃勃生

机 。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中 ，中国

共产党有效集中民智民力 ，持续汲取

养分 。树大根深所以枝繁叶茂 ，枝繁

叶茂所以能抵御风霜雨雪。

善于学习。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更

善于学习。 从内容看， 以政治理论为主

体、兼学其他。学习党的理论、党的历史、

党的政策成为统一思想和行动的途径，

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载体。思想建党、

理论强党，构成党的建设基础性工程。从

对象看，向书本学习、向各国好的做法学

习，更注意向实践学习、拜人民为师，及

时总结中国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和制度高

度。从方法看，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

思主义学风，学用结合、相互促进。

勇于创新。 中国共产党从事的事业

无先例可循、无现成模式可用，只能依靠

学习、 实践探索逐步积累经验。 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秉持敢为人先精神，创造

出无数个中国历史、社会主义历史、人类

历史上的“第一”，其中最根本创新是道

路创新、 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 通过创

新，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通往繁荣富

强的人间正道；通过创新，中国共产党建

立并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体系；通过创新，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从毛

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成果。伟大的创新实践，保证党的各项

工作与时俱进、与势俱进、与世俱进，始

终走在时代前列， 同时也激发出全党智

慧，提振全党士气，始终保持旺盛创造力

和生命力。

自我更新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

在党 ；能够打垮我们的 ，主要还是我们

自己 。历代农民运动失败 、国民党腐化

堕落、苏共丧失政权……一次次教训提

醒我们，殷鉴不远，覆辙不可重蹈。蜕化

变质， 就背离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就

会被人民所抛弃， 基业不可能长青，遑

论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 。为了打破 “历

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厉行从严治党、

坚决惩治腐败 。拔烂树 、治病树 、正歪

树 ，清杂草 、捉害虫 、除毒瘤 ，营造山清

水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人才辈出。一方面“吐故”、清理党内

害群之马 ，一方面 “纳新 ”、补充新鲜血

液。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根脉绵延，成为

党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重要标志。重视

青年、吸纳青年、训练青年、发挥青年作

用是党的优良传统。 改革开放以后历次

全国党代会报告结束部分无一例外都会

向青年发出召唤、提出要求。中国共产党

建构起少先队———共青团———发展优秀

青年入党———培养优秀青年干部这样一

条完善的人才培养链。江山代有才人出，

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

永远奋斗。有所创造，就要奋斗；不

断有所创造，就要永远奋斗。延安时期，

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永久奋斗”的号召，

还多次引用 “愚公移山 ”等典故激励全

党“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党的十九大

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全党

发出号召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

奋斗。” 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共产党

永远年轻”。 正所谓 “革命人永远是年

轻”，奋斗者的模样最美丽。

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原

因 ，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点 ：中国共产党

对人民 、对国家 、对民族 、对世界的神

圣责任 。唯有这种大格局 ，才能造就党

的大发展 ，进而造就党领导的大事业 。

中国共产党的远大抱负 、 人民至上理

念以及守正出新辩证实践所体现出的

韧性弹性 、适应性和成长性 ，值得每个

组织学习。

迎来百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

改，信念未减，风采依旧。面向新百年，前

路漫漫、任重道远。我们相信，不断传承弘

扬永葆生机活力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

一定能做到永远年轻，一定能带领人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和平与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上海市委

党校副校长、教授，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心

副主任兼秘书长

影像百年 ·古田会议■ 1929 年 12 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确立了“思
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指引着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闽西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有着

特殊的分量。 图为庄重沧桑的古田会议

旧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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