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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到 了 一 年 一 度 的 高 考 季 ，
1071万名考生怀揣着人生梦想踏入
考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谈及学习的重要性，勉励
广大青年学子接续奋斗，做民族复
兴的追梦者、圆梦人。

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
要奋斗和奉献。高考是青春的战
场，寄托着学子的青春梦想。立鸿
鹄志，做奋斗者，高考既是求知路
上的“检测站”，也是求知路上的

“加油站”。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一句
歌词“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和一句古诗“不经一番寒彻骨、怎
得梅花扑鼻香”，勉励广大考生树
立顽强拼搏、志在必取的“大考精
神”，用奋斗的青春书写最美的人
生答卷。今年，有1071万名考生奔
赴各个考场，运用“十年寒窗”的
积累挥笔成章，用知识与智慧致敬
青春，令人欣喜，更让人期待。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
成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笃行，学习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
程，需要下一番滴水穿石、久久为
功的苦功夫，才能吹尽狂沙始到
金。”当年，在没有高考的年月，
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凭借着一股勤奋
好学、坚韧不拔的劲头，在知青岁
月中边劳动边读书，用知识充实着
自己的头脑，坚实着自己的梦想，
为今日之青年学子做出了示范引
领、标注了前行路标，在奋斗中释
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
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
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人的一生
只有一次青春。青春与“奋斗”、
与“奉献”，从来都不是相悖的关
键词。青年学子要把自己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对人生出彩的渴望，汇
聚到追梦圆梦的征途之中，让自己

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让自己的人
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求真学问、练真本领，通过学习知
识，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
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使勤
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增长
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才能在
人生航程中把牢“定盘星”，筑好

“压舱石”，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
的光芒, 才能在顽强拼搏，永不气
馁中，拥有“不因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的

“奋斗”与“奉献”。
高考是一场选拔性考试。虽然

这是一次青春的选择，但并不是唯
一的选择。这如同化蛹成蝶一样，
经历痛苦的煎熬，不只是为了蜕变
瞬间的美丽和辉煌，而是为了长出
可以冲出禁锢、飞向自由的翅膀。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 《路就在脚
下》 中谈道：“一个人能否成才，
关键不在于是否上大学，而在于他
的实际本领。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
学校，留心处处皆学问。只要你肯
学习、能吃苦，没有读过大学，照
样能成才。”因为任何成才之路，
都始于梦想、成于实干。高考，只
是人生的一次冲刺，用实干拥抱梦
想，才能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峰，干
出一番又一番成就。

有诗人说到，一滴水，融入大
海，就有了大海的宏阔与磅礴；一棵
树，融入森林，就有了森林的葱郁和
深厚。高考，是莘莘学子的一次人
生考验，也是一次走向社会的新起
点。唯有“舍弃贪图享受，选择艰苦
奋斗；舍弃心浮气躁，选择不懈坚
持；舍弃因循守旧，选择与时俱进”，
才能积聚青春的能量，为奋斗的梦
想起航，在奉献中书写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来源：7月7日《广西新闻网》）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民获得感
王锁明

让人民有获得感是党的一
贯追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
一个新提法，但这不代表以往我
们不重视人民群众的获得。事
实上，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从
来在关注和解决着人民群众有
所获得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我们党“打土豪，分田
地”，给了劳苦大众以经济利益
上的获得感，在我们党的坚强领
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
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
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组织领导了

“三大改造”，制定和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建立了社会主义
制度，让人民群众享有当家做主
的“主人翁”地位，他们也开始有
了前所未有的获得感，因而大大
激发了他们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的巨大热情。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先后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等系列改革举措，国家的综合国
力不断上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
平也随之明显改善起来，可以说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
有了满满的获得感，也更加坚定
了亿万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
信。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
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为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
感，近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使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在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道路上稳步迈进。

人民获得感的内涵是变化
发展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在不断变
化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多方

面的，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
了比过去更高要求，而且在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
等方面的要求也与日俱增。可
以说，在新时代，如何使我们的
改革发展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
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就是如
何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完成的一
个重要任务，也是我们在进一步
发展中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
大问题。

提升人民获得感是承诺更
是责任。获得感是一种心理体
验，但它却不是虚无缥缈的，而
是在获取某种利益之后的满足
感，因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
得着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涉
及物质、精神等内容，具体体现
在安全健康、物质层面、网络支
持、社会公正等多个领域。事实
上，今天强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群众，更加
突 出 公 平 正 义 方 面 的 要 求 。
2017年 10月 24日，“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被写入党章，从
此获得感一词以党章的权威性
更为世人所关注，并发挥着为人
民群众的利益、权益保驾护航的
重要作用。

增强人民获得感重在满足
民生需求。党的十九大以来，
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
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
成 果 更 多 更 公 平 惠 及 全 体 人

民”，让获得感具体化为公众生
活 中 的 点 滴 改 变 ， 具 体 化 为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美好生
活。近年来，伴随着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各项举措的推进，以
及“三大攻坚战”的拉开序幕，
各级党和政府部门在就业、教
育、扶贫、医疗、社会保障、
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方面不
断落实惠民举措，让人民群众
切身感受到个人利益、权利的
满足，随之他们的获得感显著
提升。在这里，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需要从解决广大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入手，着力做好基础
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努力满足老百姓多元化的民生
需求；同时，还必须加强思想
舆论引导，重视社会心理建设，
努力改变以往一段时间我们的
发展只关注人民群众获得，而
不太重视获得感的问题。让人
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和获得感，
才能更多地获得人民群众的支
持和认同，从而更有利于巩固
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

重视人民获得感应该成为
评价改革标准。广大人民群众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
的重要体现。我们追求的发展

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
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改革发展搞得是否成功，最终
的判断标准是全体人民是不是
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广
大人民获得感的多少应该成为
评价改革发展成效的一个重要
标准。我们知道，民生是最重
的工作，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
各级党和政府部门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2020 年是不
平凡的一年，既是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收官之年，叠加新冠肺
炎疫情的重大影响，任务不可
谓不重。为此，各级党和政府
部门应该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
神姿态，以“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决心和勇气，坚持人民至上
的价值观念，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而当今老百姓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主要
集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问题
上，因而我们必须积极解决人民
群众最关心的这些热点问题，让
人民群众从我们党和政府的工
作举措中，切实感受到利益的获
得，不断增强获得感。

（来源：7月1日《光明理论》
作者：王锁明 系南京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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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9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
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作为为人民谋利益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努力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现实中的生
动体现和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