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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
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了指导全国人民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斗的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创新理论，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是指导
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的科学理论和行动指南。深刻理解和把握
党的创新理论的内在逻辑，是对党的创新理
论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关键。

深刻认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

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是在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指导下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发展、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推
进理论创新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理论
创新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既符合时代发
展的要求，也是伟大实践的需求。一百年来，
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
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开辟出马克思主义新境
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原创性的时代
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也契合于中国共
产党使命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
领在中共二大就给予了定义。而党的最低纲
领，是根据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任
务等实践主题制定。这就体现了最低纲领的
时代性，每个时代党的最低纲领不同，如民主
革命时期主题是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的主题是兴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题是富国；新时代，复兴
强国是主要任务。随着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历
史任务的转化、历史实践的前进，就需要符合
时代发展需要的创新理论来指导实践。

深刻认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

理论逻辑

党的创新理论的发展的理论逻辑是在
历史逻辑演进中展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
够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根
源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于党的理论的创
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毛泽东思
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创立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理
论创新，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理论。伟大的理论秉
承于历史的发展演进，也来自实践的探索发
展。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孕
育了伟大理论的创新。如有别于资本主义的
狭隘认知、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理论，
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发展布局理论创新；扶贫脱贫的
一系列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
这些伟大理论的创新发展就是在伟大实践
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融

合创新的理论成果。

深刻认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

实践逻辑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
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
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
己思维的真理性”。这说明人类思维的最终
落脚点在于实践，也说明社会生活的本质就
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既是一个理论命题，
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改造社会现实的过程
中，要根据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实践发展需
求，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实现理论的
不断飞跃，这是驱使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也是社会实践变革的发展需求。纵观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
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的正确性、科学性。

实践出真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
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将
实践逻辑贯彻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发展，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力、一蹴
而就的，是经过长期探索、不断摸索中前进
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则是实践理论的高度升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
全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紧密
结合历史发展任务、时代发展趋势，不断创造
新思想，提炼新理论，实现新飞跃，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进入新时代。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把握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内在逻辑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夏云峰

解放战争时期，胡宗
南调集 30 万兵力进攻延
安，面对敌机投在窑洞前
的炸弹碎片，毛主席捡起
一块说：“正好可以用来打
两把菜刀”。无独有偶，有
一次敌人的炮火突然打到
我军前沿指挥部附近，而
总指挥陈毅却镇定自若下
着棋，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一样。

两位伟人具有如此超
凡的镇静，对稳定军心、提
振士气、夺取胜利起到了
重要作用。人的一生中，干
事创业，爬坡过坎，总会遇
到各种困难挑战，一事当
前，苦恼抱怨没用，烦躁惊
慌也于事无补。唯有坚守
内心的宁静、保持清醒的
头脑，才能见天地之精微，
察万物之规律。难怪一生
运筹帷幄的诸葛亮在《诫
子书》中一语道破“静”的
重要，“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
静无以致远”。

那么，这种“静气”从
何处得来？

从自我历练中来。涵
养静气，离不开自我加压
和历练。为了让心绪安静
下来，坚持每天独坐思考
一会，修炼心性，养成得意
而不忘形、处困顿而不沉
沦、临诱惑而不摇摆的宁
静、淡泊心态。不惮于在难
事、烦事、急事、苦事上多
磨炼，学会忍耐和克制，学
会宽容和谅解，学会独立

观察思考，因静明志，因静
生慧。就能将内心打磨得
成熟豁达，沉稳有定力。不
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
失，做到临事不惧，处变不
惊，抵达“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的境界。

从读书修身中来。好
书犹药，善读之可以增智、
医愚、提神、醒脑。寂寞忧
愁时读一阙《定风波》，心
会变得豁达敞亮；委屈不
平时读一卷《宽容的哲
学》，能收获“既忍且耐”的
智慧。身处低谷之时，从

《正气歌》中汲取前行的力
量，纵使“山重水复”也终
将迎来“柳暗花明”；得意
之时，时常读书以自省，也
才能“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一本好书在手，经受
书香的浸润，浮躁之气便
能荡涤一空，久而久之，自
然能寻得“此心安处”。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虑，虑而后能得”。涵养几
分静气，绝非袖手休闲、不
思进取，而是多一些沉潜、
少一些浮躁，多一些从容不
迫、少一些惊慌失措。冷静，
彰显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
气质魅力、坚韧不拔的顽强
毅力、以静制动的精神耐
力。并因此而从容自信地成
就事业、丰盈人生。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退休干部）

涵 养 静 气
刘克勤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
也得到了长足进步，已成为许多地区支柱产
业之一。在旅游业发展中，文化旅游正日益
成为主流，文化旅游和民族团结工作相融合
已然成为发展趋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是民族地区的一项重大工作，而文化旅游作
为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其发展方向将对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厘清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助推文化旅游与民族团
结进步工作融合发展的关键。

文化旅游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价值
目标根本一致。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与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
在联系。两者在价值目标上具有根本的一致
性。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挖掘
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创新性开发和利用，使
之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同
时，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也强调用好文化资源
塑造地方特色，增强地方魅力，提升民众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民族团结则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的价值目标，是要团结壮大各民族心理认
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
共同繁荣发展。由此可见，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根本价值目标是一
致的。两者都强调发掘和利用本地区文化资
源，增强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并以此
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载
体和平台。两者相互促进，能够更好实现各
自的价值目标。

文化旅游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逻辑
理路高度契合。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与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在逻辑理路上也存在高度契
合。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强调立足本地区独
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创新
性开发，使之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战
略性产业。这需要高度凝聚各方力量，形成
合力。同时，文化旅游发展也强调要增强民
众的认同感和参与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也强调要发挥各民族文化优势，增强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这需要调动各
民族的积极性，形成各族群众广泛参与的
合力。民族团结进步的成果也将增强各族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由此可见，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具有高
度契合的逻辑理路，都强调发掘利用地方
民族文化资源，增强民众认同感和参与感，

形成各方合力，最终达到推动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目的。两者在行动理路和实现路
径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文化旅游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实践
路径广泛相交。从实践层面来看，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也存在着广
泛的交集。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需要深入挖掘
民族文化内涵，进行创新性包装和利用。这就
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旅
游活动本身就是增进民族交流、互相了解的
重要桥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也需要依
托载体来推进，可将优秀民族文化作为内容，
注入旅游景点开发、旅游线路设计等环节，使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加深对各民族文化的了
解，增强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从
参与主体来看，文化旅游业发展需要各族群
众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也需要广泛凝聚
各族群众智慧和力量。从载体建设来看，民族
村寨、民族博物馆等既是文化旅游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平台。
由此可见，从具体实践路径来看，文化旅游业
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有着广泛的契合点
和交集点，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民族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推进文化旅游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合发展
王珂珂

猴子已经无聊好长一
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
他白天闷在家里吃了睡，
睡了吃，到了夜晚便爬到
树上去，看着天上的月亮
发呆。

可最近几个夜晚，天
总是黑沉沉的，月亮连个
影子也不见了。猴子心里
直嘀咕：月亮跑哪里去了
呢？

猴子想啊想啊，终于
想起有一本书上写到它的
祖先去井里捞月亮的故
事。它看看树下，正好有一
口井。它断定，月亮一定掉
进这口井里去了。

猴子于是从树上跳下
来，找来一根长竹竿，还有
一只竹筐。它用竹竿绑住
竹筐，然后探进水底下去
捞月亮。

一下，两下，三下……
它不停地捞啊捞，百下
……千下……万下……它
还在不停地捞啊捞，从夜
里捞到天亮，又从白天捞
到夜晚。捞着捞着，它感觉
夜色不像前几天晚上那么
暗了，抬头一看，啊，月亮
已经挂在天上了！

猴子兴奋极了，满山
跑啊跳啊，它在山林里宣
告：“大家快来看啊，月亮
又挂在天上了！”

听到猴子大呼小叫，
黄鼠狼从地洞里钻了出
来，看看天上的月亮，有点
小开心地说：“我正要出去
捕食，没有月亮，还真有些
不方便。”

“你知道吗？月亮是我
从井里捞上来的！”猴子沾
沾自喜地对黄鼠狼说。

黄鼠狼半信半疑地
问：“是吗？”

“怎么不是呢？你没看
见我一天到晚在井口捞
吗？”猴子很不满意黄鼠狼
的态度，撇下它，又跑去找
别的动物宣传自己的成绩
了。

山林里的动物大多不
相信猴子的话，却没有谁
当面点穿它。猴子误认为
大家认可了它的功劳，不
仅经常把捞月亮这件事挂
在嘴巴上，而且还浓墨重
彩地写进了年终总结。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
会员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
会会员）

猴 子 捞 月（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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