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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会议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的一个重大创新,体现了

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

升华。 

[关键词] 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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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制度应需具备的特征 

1.1政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

党的领导是准确把握制度建立的政治方

向的决定因素。建立“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制度始终保持政治性,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前行的关键时期,需要有一项

制度时刻提醒我们党“初心和使命”是

伟大社会革命的行动指南,是提高党员

干部政治站位,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在

思想和行动上必须与以国家领导人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规矩,

是通过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上下功夫,保障全会

精神落实和整体推进。 

1.2特色性。书记强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

特色。”因此,理论结合实际是中国特色

制度的基本要求。其次,必须实现顶层设

计与人民智慧的完美结合。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特色制度建立总体经历了“自上

——自下——自上”三个步骤,因此,“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科学建构,

仍需采用中央通过经验及专家论证形成

初步制度文本,通过广泛征求全民意见,

完成对初步文体的修改和完善。最后,

科学制度要随时代变化而不断丰富。新

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着国内外的挑战和问

题,发展的保障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因此,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须在发展

中不断根据形势调整和丰富,时刻保障

党内旺盛的斗志。 

1.3长效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制度的建立要把长效性融合进去。从党

的发展角度看,党章、党的宗旨、党的使

命都是围绕着初心进行的,初心和使命

是我们党重要的法宝,全会提出建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一方面丰富和

完善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内容,另一

方面致力于把党的初心和使命变成长效

机制,确保从根本上保证“常”“长”落

实,久久为功。从发展角度看,初心和使

命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奋勇直

前的根本动力,因此,党的初心和使命必

须融入到自我革命精神中,形成常态、发

挥长效。 

2 深刻认识建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制度的重要意义 

2.1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

是夯实党执政思想基础的必然要求。中

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不断发展壮大,已

成为世界最大执政党。可是,党员数量不

等于党员质量。列宁说过,“徒有其名的

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纯洁党员

思想、提高党员质量,夯实党执政的思想

基础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2.2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

是锤炼党员干部政治品格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

力、凝聚力、战斗力,成为革命、建设、

改革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团结带领人

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

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

重视锤炼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全面从

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休止符,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锤炼政治品格永无止境。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

德的基石。党性的修养和锻炼是我们每

一个党员终其一生的必修课,建立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就是要提醒全党

同志,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

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

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永葆党

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制度,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

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

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使党员干部锤炼政

治品格、加强党性修养不断长效化、机

制化、规范化,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保障每个党

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国家领导人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3 深刻把握新时代建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的思想基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

丰富、要义深邃,体系完整、逻辑严密,

集中反映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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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理论指引。新时代建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制度,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3.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守红色基因深厚的精神底蕴。这一思

想强调革命性,传承和丰富了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

柏坡精神等党的精神谱系,弘扬红色基

因,不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忘来时

走过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是我们党在新

时代长征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

断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

思想武器。这一思想强调先进性,勇于推

进自我革命,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全面扎紧扎牢制度笼子,推动并巩固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这一思想强调斗争性,

开展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

是大非问题上坚定不移,在推进改革发

展稳定中敢于碰硬,在全面从严治党上

敢于动硬,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敢于

针锋相对,有效应对、克服、化解了一系

列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

大矛盾、重大问题。 

3.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厚植中华文明丰厚的精神滋养。这一思

想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文明“以和为贵”

的传统,坚持和平、和睦、和谐,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一带一路”合

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

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文明的鲜明价值导向,

坚持惠民、安民、富民,鲜明提出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根本立场,为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不懈奋斗,朝着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稳步迈进。这一思

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

质,坚持改革、变革、革新,对全面深化

改革进行整体设计推进,不断完善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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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和国家

事业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思想继承和发

展了中华文明内在生存理念,坚持生态、

生产、生活有机融合,鲜明提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

制度,推动建设美丽中国。 

4 深刻把握建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制度的原则要求 

4.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根本指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指引全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强

大思想武器。在周年大会上,国家领导人

就“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含义和要

求从8个方面进行阐发；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上,国家领导

人分别对“守初心、担使命”提出了要

求；国家领导还多次从不同角度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要义进行阐述、提出

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

为我们理解初心和使命提供了金钥匙,

又为我们践行初心和使命提供了行动指

南。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

必须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根本指南。 

4.2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作为重要实践基础。这次主题教育

着力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

主题,着力突出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注重将“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四项重点措施贯穿始终,坚持将学习教

育和解决问题相结合,既通过压实党委

(党组)主体责任确保主题教育扎实推进,

又通过开门搞教育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

参与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务求实效,力

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取得了良好效

果,积累了重要经验。建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制度,要把这次主题教育作为

重要实践基础。 

5 结语 

综上所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根本动

力,建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制度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实践的需求,

是时代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广大人民

群众的需求。我们要建立好这个制度,

并不断的去完善好它,让它成为中国共

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保证,成为

把从严治党向前推进的武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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