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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年前的今天——1949 年 3 月

23日，西柏坡，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

土坯房前，老槐树下，握别依依不

舍的父老乡亲，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

机关动身前往北平。

春风料峭，朝阳流金。毛泽东面

带微笑，大手一挥：“进京赶考去！”

2013年7月11日，同是西柏坡，

同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站在九月会议旧址前，习近平神

色凝重，目光穿越历史。此时中国，正

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

面对历史和未来，他再次提出“赶

考”问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

‘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

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

优异的答卷！”

赶考在继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起

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将

西柏坡所在的河北省作为第一批教育

实践活动联系点，深入实际，指导工作，

推动全党教育实践活动向纵深拓展。

与此同时，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

山、张高丽分别到广西、江苏、甘肃、浙

江、黑龙江、四川指导教育实践活动。

这是一次跨越历史、面向未来的

“赶考”。

一场心灵洗礼的行动，在中华大

地迅速深入展开。

最近，记者深入河北，回访习近平

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过程，感受这一活动给燕赵

大地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受我们党在新

时期赶考路上正在书写的壮美答卷。

考题之一：“总开关”拧得紧不紧？
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

题。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

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总开关”问题没有解决好，这样那样的

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

——习近平

有了理想，才有活的灵魂。

丧失信念，堤坝就会崩溃。

习近平将共产党人的信仰，形象

地称为“总开关”。

赶考路上，教育实践活动中，这成

了第一大考题。

面对各种诱惑和挑战，习近平号

召全体共产党员，“坚守崇高信仰，炼

就金刚不坏之身”。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现代革命史上，这片土地哺育的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血沃中华。

1927年春，寒气袭人。

森然兀立的绞刑架下，李大钊目

光坦荡，平静如常：“不能因为你们今

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

义！”

一个共产主义者倒下了，千万个

后继者奋起，光照神州。

习近平指出：“在我们党90多年

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

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

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

个理想。”

正是因为信仰，革命时期，共产党

人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前

赴后继；

正是因为信仰，和平年代，共产党

人“心中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鞠

躬尽瘁；

正是因为信仰，共产党人引领中

华民族，从百年沉沦走向民族复兴。

习近平说：“我们党现在已经90

多岁，马上要进入百年了。一个政党，

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的是历尽沧桑，

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理想信念的缺失，乃百病之源。

习近平指出，如果丢失了共产党

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

利主义、实用主义者，最后意志消沉，奉

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甚至产生“人

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想法，把当干部作

为一种谋取私利、巧取豪夺的手段。

“总开关”一旦松动，行为、作风焉

能无恙？

习近平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

民主生活会上说，有一个道理要反复

讲，就是党的干部必须永不动摇信仰，

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而奋斗。

2013年9月23日下午，石家庄，

民主生活会正在进行中。

“坚定理想信念，应该从我们走过

的道路上去体会它、认识它……”

插话的，是习近平。

党的最高领导人全程参加一个省

委的民主生活会，史无前例。这个会

究竟怎么才能开得好？这给河北省委

领导班子出了一道难度很大的考题。

2013年8月，习近平对前来汇报

的河北省领导开门见山：“我参加你们

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可不是听你们讲莺

歌燕舞的，要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他告诫说：“现在民主生活会，往往

是对上级放‘礼炮’，对同级放‘哑炮’，

对自己放‘空炮’，最后是你好、我好、大

家都好。这样无助于解决问题。”

总书记的指导，如春风沐面，又如

泰山压顶。

河北动了真格，省委常委们反思

自己“走过的道路”，不遮掩、不回避，

敢于揭短亮丑，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锋

芒直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

问题。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代表班子集

体检讨，剖析“四风”产生的原因，总病

根就是理想信念淡薄了，“补钙”强骨

抓得不够经常；总源头就是理论学习

放松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得不够。

志在顶峰者，不会半坡退却。

信念迷失者，常有歧路彷徨。

“反思自己，心理不平衡，自我膨

胀，这几年开拓进取的精神松懈、干事

创业的劲头不足，从根本上来说是理想

信念不够坚定，是精神上的‘缺钙’。”

“怕接触矛盾，多栽花少栽刺，当

‘圆滑官’，表面看是一个处世哲学问

题，根子还是理想信念蒙上了灰尘，思

想路线出现了模糊。”

……

一种久违的率真会风，让众人凛

然振作。

前后4个半天的民主生活会，既

有红红脸、出出汗的紧张和严肃，又有

加加油、鼓鼓劲的宽松与和谐。在尖

锐与坦诚中，大家不断加深着对理想

信念的认识。

点评时，习近平再次突出强调“总

开关”——

“你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的故事

吧？”

他接着说，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

就死去了。一个人也是如此，职务升

迁了，生活变好了，信念就可能慢慢消

失了。如果你自己不去自我警醒，我

们作为一个党不能去自我警醒，那么

谁还能叫醒你呢？

说者从容论析，连类感发；听者醍

醐灌顶，心潮澎湃。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记者深入采

访，集中反映这场民主生活会的长篇

纪实、焦点访谈迅即播发。

举国震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

省区市领导班子连夜组织收看，以此

为范例，纷纷召开高质量的专题民主

生活会。

俗话说，大凡一户人家馒头蒸得

好，只需把他的面团给别人，全村的馒头

便都会发得好。这，就是酵母的作用。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

病。”教育实践活动，让很多党员、干部

经历了一条从不自觉到警醒、由不情

愿到震动的心路历程，经受了一次先

“痛”后“快”的心灵涤荡。

在学习思考和查摆剖析中，党员、

干部正视理想动摇、信仰迷失、精神

“缺钙”、道德失范问题，清洗思想灰

尘，清除政治微生物，为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拧紧了螺丝。

大海航行，唯有信仰的灯塔才能

穿透迷雾，指引前行的方向。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都对此作过深刻论述。他们是坚守理

想信念的典范，无论遇到何等风浪，都

矢志不移。

1925年，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

改组委员会征询意见调查表时，毛泽

东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

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1985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

国代表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

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

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

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

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1999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我

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

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

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

2006年，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70周年大会上指出：“崇高理想，

坚定信念，是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伟

大旗帜，是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力量

源泉。”

2013年7月，教育实践活动启动

后，曾多次到过西柏坡的习近平，重回

西柏坡，重温“进京赶考”，重新沐浴信

仰之光。

他说，我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

多思考走。

这一次，他思考些什么呢？

也许，他在思考，在机遇与挑战并

存的历史交汇点上，在风云变幻的世界

舞台上，如何把握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也许，他在思考，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还需要付出哪些艰辛努力；

也许，他思考的仅仅是怎样着眼

当下，把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有效地推

向深入……

无论如何，他思考的核心都离不

开这一点——共产党人怎样更好地承

担历史和人民赋予的责任。

考题之二：作风“篱笆”扎得严不
严？

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

的执政基础。我们一定要牢记“奢靡

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对作风之弊、

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

除，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

——习近平

1983年夏，河北正定县农村，一

辆吉普车陷在泥泞里。

有干部见村民走了过来，便请帮

着推车。不料，见是当官的，村民不仅

不推，嘴上还骂骂咧咧。

那位干部正要发火，一旁的新任

县委书记习近平一把拉住他，说：“群

众为什么骂人？应该反思我们自己。”

不久，正定县改进领导作风六项

规定出台。

正定老干部程宝怀说，今天的中

央八项规定与当年正定六项规定体现

了同样的革命传统。

翻开30年前那份文件，作风俨然

成为关键词。“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

作实效”、“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

还有限制会议、接待等活动的要求，历

历在目。

令人感慨的是，上面赫然写道：

“对各种不正之风，要坚持原则，敢问、

敢顶、敢管，敢于碰硬。”

更令人感慨的是，30 年时光飞

逝，当年那种勇毅依然萦驻于怀，呼之

欲出——

如今，当共产党人踏上赶考的新

征程，重点审视的还是作风。

先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随之，教

育实践活动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

作风，看似无形，却无处不在。

作风，看似平常，又与群众息息相

关。

用“延安作风”打败蒋介石的“西

安作风”——毛泽东这句话，道出了共

产党人夺取政权的奥秘：以优良作风

赢得人心、赢得天下。

成也作风，败也作风。

习近平惟妙惟肖地给“四风”画了

四幅“肖像”：

形式主义——知行不一、不求实

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

虚作假。

官僚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

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

我膨胀。

享乐主义——精神懈怠、不思进

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

风盛行。

奢靡之风——铺张浪费、挥霍无

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

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河北的一些领导干部说，对照一

下，就会出一身冷汗。

（下转第8版）

面向未来的赶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回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