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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践行之思 

姚 上 海* 

（中南民族大学学生工作部 湖北武汉 430074）
 

 

内容摘要：群众路线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新时期的新境界，

是中国共产党人世代永续的精神血脉，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深入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新一届党中央治国

理政战略思想的具体展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全体党员应深刻理

解群众路线的精神脉络，自觉培育责任意识、自信意识和正气意识。身体力行，

构筑共产党员应有的精神家园、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让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

传统薪火永存、世代相传、永葆活力。 

关键词：党的群众路线 精神实质 思想脉络 践行路径 

 

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与工作法宝，也是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等各个历

史时期战胜各种困难的有力保证。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也进入各种矛盾凸显期，还面临着日益复杂与艰险的国际环境，要妥善应对、

正确处置不时突发的一个又一个国际国内问题，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全国各族人

民，紧紧依靠全体国民，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新一届党中央明确提

出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的群众路线建设，既是因

势而谋，也是应势而动，全体共产党员必当顺势而为，认真学习，努力践行。 

 

一、选取三个维度，深刻领会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

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

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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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①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

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显然，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党的使命和任务更

加艰巨的新形势下，新一届党中央再次提出加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主题鲜明、

目的明确，意义重大而深远。 

    第一、群众路线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新时期的新境

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程中，始终保持着“人民为本”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与治政理念，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历代帝王将相、明臣贤吏无不深谙：民心是政权

的生存之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自古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修

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与生活实践中，不仅有“治国”的志向，而且还蕴藏着胸怀

“天下苍生”的追求，更深深地镌刻着这样的“家国一体”情怀：民众将国家视

为自己的父母，有国才有家，国家及其执政者必当关爱民众、为民做主，所谓“当

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自励与自律；国家及其执政者视民众为国之

根本，“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当固民以安国，民惟邦国之本，本固

则邦宁。”②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明白“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人心向背，

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盛衰，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的党之所以能够

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在于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人民

群众的真心爱戴与由衷支持。正如“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

来的”一样，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最坚实的执政根基。 

    第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为理论基础与思想渊

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同志，孕育

于中国革命最艰难的红军时期，在其随后的形成、发展与不断的创新过程中，又

汇聚和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它的核心观点就是：“一切为了群众，

                                                        
① 习近平：《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证》[N]，

《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19日第 01 版。 
②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8 期。 



 

 3 

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讲我们的党应该具有群众观点，充分相信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从而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这是关系党的性质、宗旨的根本问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是讲党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它回答的是我们的正确观点和正确的领导意

见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也是从实践到理论、再用成熟的理论去指导变化了的实践

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群众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 1943 年 6 月

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所说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

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

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

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

识论。”①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倡导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其后，

毛泽东同志在 1943 年 11 月的《组织起来》一文中，又进一步强调：“我们共产

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

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

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

应该经风雨，见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

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

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

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

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②党的群众

路线是我们党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指针，也是确保我们党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血

肉联系、进而搞好各项工作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正如著名理论家冷溶教授在

《人民日报》上撰文写道：“回顾党的群众路线的由来，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群

众路线的重要论述，有两点感受很深。一是它来之不易，决不能丢掉。二是它意

义重大，决定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我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胜利，从根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89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9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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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说，靠的都是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①
 

第三、进一步深化与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发展经验及其教训的总结与借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

联的解体、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变色”，无疑

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更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苏共在只有 20 万党员时，带领苏

联人民推翻沙俄、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到拥

有 200 万党员时，带领苏联人民奋力抗击法西斯的疯狂入侵，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保卫了领土完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一支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谱

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战歌；但在拥有 2000 万党员的时候，却丢掉了自己的执

政地位，更为可悲的是，当苏共党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时，竟然没有一位党员

站出来。他山之石，尤为可鉴。这其中所蕴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核心就是丧

失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甚至是丧失了自己的党员的忠诚与拥戴。正如原苏

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中分析的：

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

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

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这只要回想一下俄罗斯千

百年来的历史，包括卫国战争那悲惨的时光和最后的胜利结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苏共之所以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

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同时，我们的悲剧还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

面的东西带到新的时期来。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

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②可见，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在苏共

内部，在于苏联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在于苏联共产党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

念，导致苏共在组织上瓦解，在思想上放下武器，在于它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群

众，丧失了凝聚党心、人心的精神力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强支持，最终

失去执政的基础。 

 

                                                        
① 冷溶：《党的群众路线的由来》[N]，《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17 日，第 6 版。 
②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著，徐昌翰等译：《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M，北京：新华

出版社，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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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树立三种意识，准确把握群众路线的思想脉络 

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必是社会思潮的活跃期。①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

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用 30 多

年的时间，走完了世界其他国家近百年、甚至是数百年所走过的路，人们在获得

物质财富巨大丰富的同时，思想观念也在急剧变化。所以，面对变化了的世情国

情党情，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伊始，就明确地提出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

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全体党员应自觉融入学习教育

实践活动，在党的群众路线学习与践行中，牢记使命与责任，自觉树立责任意识、

自信意识与正气意识，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脉络。 

第一、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学习与践行中，自觉树立责任意识，把批评帮助

与团结友爱结合起来。责任是一种党性自觉，责任是一种政治态度。党员干部在

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不论是完成“规定动作”，还是进行“自选

动作”，既要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敢讲话，想讲话，讲真话，更要自觉树立责任

意识，不讲不着调的话，不讲不靠谱的话，更不能自毁形象，自伤环境。要像爱

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发展的大环境和身边的小环境，珍惜我国长期以来形成

的各民族大团结、各族人民和睦友爱的优良传统，让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有

效开展，成为维护发展的最好的护航舰队。 

第二、在党的群众路线学习与践行中，自觉培育自信意识，让三大自信的培

育伴随学习与践行的始终。改革发展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成就辉煌仍

然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主色调，让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更是我们这个国

家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践行群众路线的根本目

的，是推动发展、维护发展、更好的发展。过去一切成就的取得，未来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都必须紧紧依靠并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

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践行群众路线的目的，就是改进方法、促

进工作、推动发展。在群众路线教育学习与践行中，应自觉结合人民群众的现实

愿望与生活需要，把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三大自信意识的培育，

贯穿行动的始终，成为行动主线，并凝结成为推动发展的最大的精神动力。 

                                                        
① 汪抒：《把握理论引导工作的几个关系》[N]，《光明日报》2013 年 9 月 10 日，第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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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党的群众路线学习与践行中，自觉树立正气意识，通过群众路线学

习与践行，培育正气场、凝聚正能量。在人们思想观念日益多元、价值追求日益

多元、行为选择可以多样的当下，培育正气场、传送正能量，尤显重要和必要，

决不能让能干者堵心、让实干者窝心、让真干者担心、让肯干者灰心，让老实人

吃亏。“为民务实清廉”是党的群众路线学习与践行的总要求，其根本目的就是

要求全体党员，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照镜子、正衣冠、

洗洗澡、治治病”是具体方法，其核心要义就是要求全体党员，始终把人民群众

的利益放在自己心中最神圣的地方，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就

是群众路线学习与践行的正能量、正气场。 

     

三、回答三个问题，全面构筑群众路线践行路径 

共产党员是一个神圣的称号，党员干部更寓意着崇高的使命。在党的群众路

线学习与践行中，全体党员干部应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的总体要求，以实际行动切实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和“依靠谁”

的问题，构筑党员干部应有的精神家园、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让党密切联系群

众的优良传统薪火永存、世代相传、永葆活力。 

第一、以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为切入点，构筑党员干部的精神家园。“我

是谁”的问题是共产党员最基本的人生观问题，是对共产党员人生意义和生活追

求这一基本内涵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有三种形式，即人的自然存

在、人的社会存在和人的精神存在，与此相应，人的需要也有三种形式，即人的

自然需要、人的社会需要和人的精神需要。根据心理学理论，人的自然需要是最

基本的需要，人的社会需要是最本质的需要，而人的精神需要是一种终极需要。

共产党员在回答“我是谁”并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时，同样要对这三种存在形态

加以解读、对这三种需要精心推导，筑牢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塑造共产党员的

政治灵魂，浇筑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共产党员是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

政策的坚定的拥护者、维护者和践行者，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员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三种定位构成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基本内容。政治灵魂构

成共产党员精神家园的主要内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共同组成共产党员的政治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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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坚守本色、筑牢灵魂，是共产党员回答好“我是谁”、铸就自己精神内核的

前提和基础。 

第二、以解决“为了谁”的问题为落脚点，塑造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为

了谁”反映的是共产党员的价值观问题，回答的是共产党员所应具有的价值追求

与人生伦理。只有找准了“为了谁”，才能构筑正确的奋斗目标与价值指针，在

遇到挫折时，不气馁；在面对“不平衡”时，不牢骚；才不会使自己的生活天平

产生“错向”的倾斜。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的最高

追求与终极使命，并且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而全

面的发展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在自己的纲领中鲜明地把实现人

民解放和幸福作为自己的全部职责和崇高使命，并融入到党 90 多年来的全部奋

斗实践之中。9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任何一

个历史时期，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一丝一毫自己的特殊

利益。毛泽东同志的“酸菜里面出政治”、“苹果里面出精神”等经典阐述，就是

最好的例证。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是我们党永远的建党使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们党

永远的执政理念，“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

永恒的工作追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永恒的奋斗目标。 

第三、以解决“依靠谁”的问题为着力点，建立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依

靠谁”表明的是共产党员的行为依托与动力源泉的问题，只有弄清楚了“依靠谁”，

才能获得工作的力量源泉，才能找到自己的生活根系，才能始终自觉保持“两个

务必”的优良作风，才能永远将自己的血脉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这一富饶的土壤

之中而获得无尽的动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

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人民是推动社会前

进的真正动力。回顾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幅党如何带领

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深动画卷，艰难困苦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人民群

众的小推车推出来的；一穷二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人民群众的汗水

铸起来的；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干出来的。

事实雄辩地证明并还将无数次证明，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我们党最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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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根基、最富饶的土壤和最强大的力量，才是我们将要继续为之奋斗的“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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