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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党

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中共中

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

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

强党的建设。这是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

大决策部署，其立意之高、用心

之苦、影响之深，需要给予深刻

认识。

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如同一

个人，无论走多远，成绩多么辉

煌，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都不

能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否则就

是忘本。如何才能做到“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学习是重要的途

径和方法。党中央作出决定要

集中开展这样一次以自身历史

为主题的学习教育，正是为了通

过学习更好砥砺党性，始终牢记

初心使命。

学习党史是为了总结历史

经验。“我们是靠总结经验吃饭

的”“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

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

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

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

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就要全

面、系统、准确地回顾和认识党

史。100 年来，我们党之所以发

展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成

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和领

导核心力量，能够战胜一个又一

个强大的敌人，克服无数艰难险

阻走到今天，根本的一条就在于

不管在什么社会历史条件下，面

临如何困难局面，都能以大无畏

的勇气和科学的态度正视自己

的过去，敢于以自我革命的精神

坚持真理、纠正谬误，从而总能

以崭新而良好的精神状态接受

新挑战、实现新任务，推动党和

人民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学习党史是为了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

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通

过对历史的学习研究，可以引领

广大人民观古今、看成败、鉴得

失、知兴替，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进而言之，中国共产

党正是依靠不断学习才开创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然依靠

学习才能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走向未来。强大而自觉的学

习意识、学习本领、学习能力，正

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从

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不成熟走

向越来越成熟的重要法宝。在

对各种理论、知识、技能、本领的

学习中，最根本、最重要、最关键

的是政治学习，正如恩格斯所

言，什么也没有从自己的历史中

学习来得快。党史学习教育无

疑就是最好的政治学习，有助于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学习党史是为了更好地指

引未来。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不能忘记历史，尤其是

不能忘记我们党的历史。“历史

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

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

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在党的百

年历史进程中，以全面深入地回

顾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为主线，集

中一段时间广泛开展政治学习，

在党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极其

重要的手段和载体，更是中国共

产党不断前行、引领未来的应有

之义。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

议和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的重

要文献，为推动全党正确认识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这段奋斗历史，

从而破除主观主义的影响，顺利

开展整风活动，把全党的思想统

一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上来，

进而为成功召开具有历史转折

意义的党的七大，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对党的历史的总结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把学习党史提

高到了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

的重要地位，还在重大党史事件

和重要党史人物的纪念会议上、

在考察革命纪念地的重要活动

中、在其他许多重要场合，多次

引述历史、评价历史、总结历史，

为全党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科学

对待党的历史、重视学习党的历

史、善于运用党的历史提供了根

本遵循，并在实践中转化为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强大

精神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这

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党中央决

定面向全党开展一次党史学习

教育，无疑是以总结经验、统一

思想、明确方向等为基本内容进

而建设坚强有力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政治学习的延续和拓展，对

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砥

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辉煌业绩和

宝贵经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具有极为重大的

意义。

（来源：3月 1日《人民网》）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前进力量
□ 立言

来源：新华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

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

‘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

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作出了具体部署。乡

村振兴更多的是指乡村的整体

振兴，是工农城乡关系的重构，

是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信息等

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优化配

置。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必然

伴随着部分村庄的重组、人口

和产业等要素的重聚。为此，

必须把握两大核心线索。

“城—镇—村”：提振乡村

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

合理布局“城—镇—村”是

发展县域经济的关键。要发挥

县域城镇作为“农头城尾”在城

市和乡村、农业与非农产业之

间的重要节点作用，推进城乡

功能的融合、互促与互补，促进

城乡以及城市等级体系的产业

融入分工体系，实现全面振兴。

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并发挥县

域城镇化的功能，充分发挥县

域城镇的区域辐射力，合理布

局“城—镇—村”，以破除长期

困扰城乡的“中心—边缘”难

题，使县域城镇的溢出效应得

到充分发挥，让乡村居民对城

镇要素及其相关服务具有可及

性，确保可得性；让生产要素在

城乡得以自由流动和合理配

置，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发展，使乡村搭上可持续发展

的快车。另一方面，要统筹县

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将乡

村纳入城镇辐射范围，使传统

村落和乡村风貌得到保护和展

示，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弘扬，乡

村的产业、生态、历史文化资源

得到更进一步挖掘，乡村更加

美丽，进而全面振兴。

“产—园—人”：助推乡村

产业人口兴旺的抓手

产业兴才有乡村旺。以产

业发展带动乡村发展，以产业

集聚促进人口和生产要素集聚

和县域城镇发展，“产—园—

人”就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实施的另一大核心线索。

一方面，按照产业链与价

值链的要求，以优势特色产业

为核心，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

目标，以龙头产业和农业企业

为依托，鼓励农地流转，支持规

模经营，以贮藏保鲜、冷链物

流、加工增值为重点，大力发展

项目农业，加快发展农产品生

产、清洗、分级、包装、保鲜、初

加工和精深加工。另一方面，

加快形成农业服务业的产业集

群优势，培育发展种子种苗、农

产品配送产业、观光休闲旅游

农业等农业服务产业及涉农相

关产业。充分利用乡村禀赋资

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绿

色生态文化，顺应现代休闲文

化，凸显乡村山水美景，打造以

农耕文明为主题的全域旅游观

光农业产业链，以产业发展带

动乡村人丁兴旺，以人口流动

和要素集聚促进产业发展和乡

村振兴，助力乡村走上良性发

展轨道。

通过“以产入园，以园建城，

以城带人，以人带地”，推进土地

集约化、产业园区化、人口集聚

化发展，通过园区建设带动农业

规模经营，通过规模经营拉动企

业集群发展，走向产业化经营。

通过商旅提升，推动“园镇一体、

产城融合”，建设宜居、宜闲、宜

商、宜业的“四宜城镇”，以农业

功能拓展营造优质后花园，延伸

农业产业链条，着力发展与物流

和商贸相配套的涉农经济，实现

农业发展、生态保护与农业现代

化与城镇化建设的有机整合，带

动与农相关的其他产业发展，激

发农村活力，培育乡村经济发展

新动能的“加速器”，促进乡村全

面振兴。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

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

长、教授，广东经济学会会长

罗明忠：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

院教授、广东省高校特色新型

智库广东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

研究中心主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两大核心线索
□ 罗必良 罗明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