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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

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

新。”在改革开放45周年之际，强调共同努

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对于完

成好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肩

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

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都有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我们必须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是又

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大论断的丰富内涵，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求真务实，不断增强推进“第二个结合”

的自觉性，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新的荣光。

一是不断增强解放思想的自觉性，坚持

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

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

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

的目的在于更好实事求是。”回顾45年改革

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统

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才能更好统一思

想，统一思想才能更好凝心聚力。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

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推动新时代

伟大实践、引领新时代伟大变革的强大思想

武器，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

贡献，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

历史性贡献，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世

界性贡献。在新征程上继续解放思想，就要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

要内容，全面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

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认识这

一思想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贯通历史、现在、

未来，贯通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

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是一个逻辑严密、内

涵丰富、系统全面、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

要充分认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把这一

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

思想武器，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

这一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运用到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去。

二是不断增强开辟新境界的自觉性，深

刻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联系，在坚守魂脉

和根脉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

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

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

成功的最大法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坚持推

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在实践中发

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

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马克思

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

深入人心，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

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

然、文化内涵和独特优势，也才能真正深化

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掌握思想和

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

度。作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代代传承的文

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着

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同今天的中

国具体实际密不可分。这就从根本上决定

了“两个结合”的不可分割性。在新征程上

继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就要深刻认识到“两个结合”是一个有机统

一体，二者不可分割，也不可偏废。要不断

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将

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加强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

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思想、道德理念等的挖掘与阐发，不断

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夯实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是不断增强秉持开放包容的自觉性，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更好担负起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

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创新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文物保护工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

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深入实施，长城、大

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

步推进，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中弘扬光大，

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影响力，增添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与

自豪。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

化自信，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

入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取

得的灿烂成就、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找

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契合点、结合点，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从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中总

结提炼中国经验、中国理论。要秉持开放包

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

化，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

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取得一批熔铸古

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不断培育和创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

正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

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

脉、谱写当代华章。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研究

基地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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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