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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系列评论⑨

刘世军（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 13 个方面分领

域总结了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巨大成

就， 其中指出， 在政治建设上， 积极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全面推进，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

挥， 生动活泼、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

巩固和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深刻回答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 如何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 为我国发展最广泛、 最真实、 最管用

的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创造人

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作出原创性贡献。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贯穿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是实现人民当

家作主， 这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一条红线。 中国共产

党一经成立，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

为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实现人民当

家作主不懈探索和奋斗。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 在探索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想。 1949 年 9

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 《共同纲领》，

宣告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由此，

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

民主时代。 1954 年 9 月， 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

法， 即 “五四宪法”， 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

的历史新纪元。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民主政治建

设的经验教训， 强调领导制度、 组织制度

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

期性， 提出我们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

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切实保证

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

业事业的权利， 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 以

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

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的最好组织形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 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国

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

作主， 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

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

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当家作

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

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

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
社会主义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重大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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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深邃思考和最新论断，

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

认识提高到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民主是全人类的

共同价值，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

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 。 民主不是装饰品 ，

不是用来做摆设的， 而是要用来解决实际

问题的。 要把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科学

有效的制度安排， 转化为具体现实的民主

实践。 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 关键在于是

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 要看人民

有没有投票权， 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

与权； 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

口头许诺， 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

多少； 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

治程序和政治规则， 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

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 要看权力运行

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 更要看权力是否真

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如果人民只有在

投票时被唤醒、 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 只有

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 竞选后就毫无

发言权， 只有拉票时受宠、 选举后就被冷

落， 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我国全过

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而且有

完整的参与实践， 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

主、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和间接

民主、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是全链

条、 全方位、 全覆盖的民主， 是最广泛、 最

真实、 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类政
治文明新形态

全会指出， 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

世界历史进程，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 ，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毫无疑问，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

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全生命周期的重大制

度创造， 是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民主是

各国人民的权利， 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 应该由这个国家的

人民来评判， 而不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

脚来评判。 实践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 保证人民

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

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 实践

逻辑和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

程上，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必须倍加珍

惜 、 长期坚持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 ，

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

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坚持和完

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确保

党和国家在决策、 执行、 落实监督各个环

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 坚持完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构建程序合理、 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体系， 把我国独特的、 独有的、 独到

的民主优势更加充分发挥出来； 坚持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确保各民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 共

创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荣光； 坚持发展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

激发群众首创精神， 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民

主实践中吸收全过程民主红利， 推进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扎根中国大地、 传

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社会主义民主， 是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 是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

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

开出更加绚丽灿烂的民主之花。

■本报记者 王嘉旖

■百年初心奋斗者

人物小传
施巍 ， 1980 年出生 ，2000

年入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宝山
医院（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拥有丰富的急危重症救治经
验。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他第一时间奔赴
武汉，成为首批上海援鄂医疗队的一员。 他先后获
评上海市、宝山区优秀共产党员，宝山区抗疫先进
共产党员等， 还兼任上海市医学会急诊医学专科分
会第九届委员会青年委员、 上海市中医急诊专科医
联体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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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白大褂， 穿行在急诊室的施巍总

是步履匆匆。 他知道， “许多生命都是在

这里救出来的”。 哪怕早一分钟， 或许就

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行医数十载， 施巍深知急诊室的苦。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宝山医院每个值班

的深夜， 他都不敢合眼， 就为了让自己保

持在最佳状态， 面对各类突发意外。

他说， 每个医生心里， 总会留下几个

抹不去的身影。 那是身为一名医者必经的

坎儿。 有时， 他也会失神地抚摸着那一身

白大褂， 心想要是再晚个 5 年或 10 年遇

到当初那个病人就好了。 可这世上没有如

果， 他日复一日地精进专业、 钻研医术，

只为人生中能少些遗憾。

执念：急诊室门口的匆匆告别

施巍的亲人中无人行医， 但当医生却

成了执念。

1998 年 ， 施巍参加高考 。 填报志愿

时， 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余地， 从第一栏到

最后一栏统统填报 “临床医学”。 意气风

发的少年心中憋着一股气， 发誓要做一名

优秀的急诊科医生。

这份割舍不下的执念 ， 源于他的爷

爷。 这位患有老慢支肺气肿的老人， 每逢

秋冬就会气喘吁吁。 一长一短的气音， 永

远停驻在他的记忆中。 那一年， 老人病情

加重 ， 被送到当地医院急诊室 。 不幸的

是， 抢救三天后， 老人便离开了人世。

急诊室门口的匆匆告别， 成为施巍一

生的遗憾， 也埋下了他对急诊科医生的念

想 。 多年后 ， 在面对二选一的职业选择

时， 施巍没有犹豫， 坚持回到一线， 当一

名急诊科医生。

彼时， 不到 30 岁的施巍被借调到宝

山区医保办。 经过一段考察期后， 对方相

中了他务实的作风， 决意留下他。 面对这

个人人艳羡的调职机会， 施巍却说， “我

不想浪费多年练就的这一身本事。” 在他

看来， 哪怕是在急诊室多救一条命也好。

选择：医者就是背起包就要
上战场

施巍的人生， 似乎总是在作选择。 这

或许就是身为一名医者要习惯的事。 这些

选择， 大多未留太多思索时间， 判断均在

顷刻之间。

2020 年春节， 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

施巍瞒着家人申请加入上海援鄂医疗队。

那时， 雷神山、 火神山医院尚未完工。 他

们初判， 医疗队可能要在年后才会动身出

发。 许久未回老家的施巍， 特地跟医院请

假回家吃一顿年夜饭。 没想到， 一桌饭菜

刚上桌不到 10 分钟 ， 医院便紧急来电 ，

说当晚便要出发驰援武汉。

“做医生就是这样， 面对的一切都是

未知的， 但背起包就要上战场。” 从老家

奔回上海的路上， 他接了无数个电话。 最

终， 实在没办法， 他只好将手机关了。 瞬间安静下来的世

界， 交织着家人的担忧， 但施巍依旧随队飞赴武汉。

武汉的日日夜夜， 如今依旧不时在他脑海中闪回。 施

巍记得， 有一次， 为抢救一名患者， 需进行紧急深静脉穿

刺。 这一常规操作在特殊时期却困难重重。 身着口罩、 面

罩、 隔离服后， 医护人员的眼前一片模糊， 更遑论要进行

精准操作。 特别是， 重症病人情绪起伏大， 对操作者来说

委实是个艰巨考验。 在这艰难时刻， 施巍站了出来。 最

终， 他用多年积攒下的稳定技术， 顺利完成了上海援鄂医

疗队首例临床医生深静脉置管操作， 为患者成功建立了

“生命通道”。 后来有人问过施巍， “当时害怕吗？” 他答，

“怕也没有用， 我们是来救命的。”

仁心：练就一颗更强大的同理心

经常有人问施巍， 作为一名医生， 是否会将生死看得

淡一些。 他却说， 正因为常年历经命悬一线的时刻， 他更

懂得生命的分量。

有人说， 如果要看人生百态， 就去急诊室门口 。 每

天， 数以百计的患者被送到急诊室。 他们之中， 有的因突

发意外前来 ， 尚有治愈希望 ； 有的处于慢性病中末期 ，

只能一日日等待生命沙漏的流逝 。 但在施巍这里 ， 他

们没有任何差别 。 亲眼见过罹患肿瘤晚期的亲友所遭

受的种种病痛 ， 施巍知晓， 哪怕是帮病人减轻一丝丝痛

苦都好。

行医多年， 施巍说， 想要成为一名 “大医”， 不仅要

练就精湛医术， 更要葆有一颗仁德之心。 对病患来说， 在

急诊室度过的每分每秒都是 “黄金救援时间”。 许多病人

的病情瞬息万变 ， 稍不留神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

“只有学会站在病患角度思考， 才能最短时间厘清矛盾、

摸清症结”。

去年援鄂期间，施巍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度过了 68 天。

“速冻型”强冷空气到货，申城气温直降10℃
受上游颗粒物输送影响，今天上午将有PM2.5轻度污染过程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 “速冻型” 强

冷空气已被上海 “签收”， “速冻” 模式开

启。 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 强

冷空气已于昨夜抵沪， 由此至明天， 申城

48 小时日平均气温降幅可达 8℃至 10℃，

今天最高气温预计只有 10℃； 冷空气过境

的最冷时段出现在明后两天清晨， 预计市

区最低气温在 3℃左右 ， 郊区则将跌至冰

点， 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薄冰。

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 这次寒潮过

程降温幅度虽不及月初的那次， 但由于前

期基础气温较低 ， 降温 “杀伤性 ” 更强 。

上海中心气象台已于昨天发布寒潮蓝色和

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这也是今秋第二个寒潮

预警信号。 根据预测， 强冷空气抵沪后，48

小时日平均气温降幅达 8℃至 10℃，今起三

天，日最高气温都在 10℃左右，明后两天早

晨市区最低气温在 3℃左右 ， 郊区更低仅

0℃至 2℃，局部地区可能出现薄冰。

不仅如此 ， 大风 、 降水也一个不落 。

据预测， 今天本市将出现西北大风， 陆地

最大阵风 6 至 7 级， 沿江沿海地区和长江

口区 8 至 9 级， 洋山港区和华东沿海海面

有 9 至 10 级； 降雨方面， 本次冷空气过程

累计雨量将达中雨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据市生态环境局发布

的信息， 受上游颗粒物输送影响， 本市今

天上午将出现 PM2.5 轻度污染过程。

气象专家分析， 这次的强冷空气与月

初那场寒潮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是由西北

地区直接 “发货” 而来。 但是， 二者情况

也略有不同。 这次强冷空气没有在新疆地

区盘桓累积， 而是直接纵贯南下， 所以强

度稍逊一筹。 由于当前基础气温较月初更

低 ， 因此 ， 寒冷感可能更强 。 专家提醒 ，

本次降温之后 ， 最低气温 0℃线将南压至

长江中下游地区 ， 而且在这波降温之后 ，

寒意还将比较持久。 根据预测， 11 月下旬

到 12 月初 ， 冷空气开启 “无限连击 ” 模

式， 接连不断影响我国， 这也意味着本月

底至下月初， 冬天将向长江中下游地区不

断推进。

不过， 这股强冷空气还没强到能将申

城一把拉进冬天。 气象学意义上的入冬标

准为： 立冬以后， 若连续 5 天日平均气温

低于 10℃， 则首日为入冬日 。 根据预测 ，

经历了本周初的 “速冻” 模式后， 自本周

四起， 申城气温还将进一步回升， 最高气

温将升至 15℃， 最低气温也将缓慢爬升 、

逐步接近 10℃， 如此看来， 申城本周尚不

满足入冬条件。

新一轮寒潮东移南下

东北又迎暴风雪 南方多地降温如“换季”
中央气象台昨日暴雪、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和寒潮蓝色预警三预警齐发

21 日至 22 日 ， 今冬第三轮寒潮东移

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 气温将大面积

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江淮、 江南等地降

温如 “换季”。 同时， 寒潮还将和暖湿气流

共同制造大范围降水， 其中东北部分地区

又迎暴风雪天气。 中央气象台 21 日三预警

齐发———暴雪、 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和寒潮

蓝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预计， 21 日 8 时至 23 日 8

时 ， 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 6℃—

10℃， 华东将成强降温中心， 其中黄淮东

部、 江淮、 江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降温

幅度可达 12℃， 局地 14℃以上； 大部地区

将有 4—6 级偏北风， 阵风 7—9 级。

23 日早晨， 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将降至

本轮寒潮过程的最低点 ， 最低气温 0℃线

将位于长江中下游至四川盆地北部一带 ，

江南南部最低气温将降至 4℃左右 ， 创下

半年以来气温新低。 南方不少地方白天降

温也比较明显， 如江淮、 江南等地最高气

温将从 20℃出头降至 10℃左右 ， 降温如

“换季”。

同时，南下冷空气与低层偏南暖湿气流

交汇，21 日南方地区有较大范围降水，其中

重庆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北部局地有大雨。

未来三天， 降雪中心均稳定在东北地

区，大部地区将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部分

地区有大雪，其中，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

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雪，局地有大

暴雪或特大暴雪（30—40 毫米）。

气象专家分析，相比上次寒潮天气带来

的降雪过程， 此次东北降雪重心更偏东，黑

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降水量或将突破历史

同期极值。鹤岗、佳木斯等地可能遭遇 11 月

下旬最强降雪。 降雪伴随大风，将导致部分

地区遭遇暴风雪天气。

本次寒潮过程降温幅度虽不及上次（11

月 4 日至 8 日）过程，但由于前期基础气温

较低，降温后更冷。 目前冬天的前沿在中东

部地区推进到了安徽、江苏一带，这次寒潮

过程也将推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入冬进程。

专家提醒，预计此次寒潮过程东北部分

地区将新增积雪深度 5—15 厘米，局地可达

25 厘米以上。 积雪未消又添新雪，内蒙古东

部、 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需关注暴风雪对交

通、城市运行、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同

时，22 日中东部大部气温将显著偏低，尤其

是江淮、江南东部及华南等地，随后气温又

将持续回升。 近期气温多变，公众需及时调

整着装，谨防感冒。

新华社记者 黄垚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昨 日 ，

上海街头不

少市民已经

增添了防寒

衣物。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