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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人民日报》评论部

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

的方向探索破解问题的办法，把党

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深刻认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的时代意义、政治特质和丰富内

涵，准确理解把握解决大党独有难

题的实践要求，把党建设好建设强

202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

来到位于江苏盐城市的新四军纪念馆参

观。展厅墙上镌刻的“吃菜要吃白菜心，

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民谣，记录着抗战

时期军民合力共筑拦海大堤故事的宋

公碑……习近平总书记不时驻足察看，强

调“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

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始终将人民作为立党兴党强党

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将自我

革命进行到底的勇气所在、底气所在、动

力所在。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

清醒和坚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始终与

人民同心，才能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

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

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

难题。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

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

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

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

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强

调“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

定，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检视自身，彰

显着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担当，揭示了

我们党赢得人民拥护的关键密码。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

命精神，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

强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

鲜明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

题的清醒和坚定”的重大论断，在二十届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深刻阐述大党独有

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

体现了我们党对严峻复杂考验的清醒认

识、对永葆百年大党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

斗力的信心决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要善于运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

方向探索破解问题的办法，把党的伟大自

我革命进行到底。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

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

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

下的硬骨头。遍观人类社会几百年的政

党政治，许多大党老党也曾经朝气蓬勃、

生机盎然，但有的早已折戟沉沙，有的则

是日薄西山，还有的深陷沉疴，令人唏嘘

也发人深省。大党独有难题必须靠大党

自身力量才能根本解决。广大党员干部

必须深刻认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时代

意义、政治特质和丰富内涵，准确理解把

握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要求，把党建

设好建设强。只有坚持刀刃向内，在坚定

理想信念、维护团结统一、提升治理能力、

振奋精气神、纠正错误偏差、做到激浊扬

清等方面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才能使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

革命永远在路上，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一

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应清醒地看到，我

们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面临着许多现实情

况，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可能始终存

在，稍有松懈就会死灰复燃，新的问题还

在不断出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

危险”将长期存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既需要常抓不懈，又需要集中发力，及时

消除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

清除一切侵蚀党的肌体健康的病毒，确保

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健全全

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

设、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大举措。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

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

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

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

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永远吹冲锋

号》《零容忍》《正风反腐就在身边》……这

些电视专题片热播、收获好评，从一个侧

面展现出全面从严治党得到人民群众坚

定支持和认可。2022年国家统计局民意

调查显示，97.4%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

意，比2012年提高22.4个百分点。时刻保

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

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党必将始终是

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式现代化

一定会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来源：《人民日报》（2024 年 01 月 25

日 第05版）

——牢牢把握“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⑤
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

假如没有快捷物流、快递小哥，山里

的日常消费是何光景？

李幸英的家位于云南省高黎贡山深

处。多年前，李幸英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州府所在地上高中，父母想给她寄点土特

产，得摩托车骑行 20 公里山路到乡邮政

所，耗时至少1小时。打包、装发、投递，即

便同在一个州市，最短也得两天，李幸英

才能尝到家乡特产的味道。

现在，云南已经实现村村通邮，就近

投递成了常态。前不久，李幸英为家里置

办年货。从浙江发来的大件小件，跨越

2000 多公里，不到 4 天就到了乡上快递

站。母亲很是开心：“现在真方便，想买什

么就点点手机，出门走几步就能取件。”

邮路绵延，见证山乡巨变。国家邮政

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快递业务

量累计完成1320.7亿件，同比增长19.4%，

连续10年稳居全球快递量第一。一件件小

小包裹，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

成为活力中国的生动写照。

通畅物流，推动

发展提速、生活提质，也在满足生活需求

中做大做优。进口波士顿龙虾，从捕捞到

配送，最快48个小时可走上市民餐桌；前

一天下单，第二天收货，“次日达”让消费

者惊呼“连改地址的机会都没有”；古时为

保荔枝新鲜需八百里快马加急，今天有

了冷链物流，各类果蔬、水产品可全程保

鲜……物流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

费，繁荣着商品市场，活跃着创新创造。拥

抱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双重机遇，内外

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正加快形成。

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

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10

多年前，“快递爆仓”是网络热词，跨境包裹

很难准时送达，速度慢、成本高是发展瓶

颈。问题催生变革。推出电子面单，开启

自动化分拨，搭建智能物流系统；城乡交通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村通公路让物流更

顺畅；网络普及程度持续提升，物流的业态

更完整、生态更丰富……得益于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享受着信息化、数字化红利，物

流业在硬件设施、软件技术、作业

方式等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展现出了不

起的“中国速度”与响当当的“中国效率”。

“小包裹”折射“大循环”，现代流通体

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回望

历史，从纯靠人力搬运到智能化分拣，从

货物搭船搭车运输到开通货运专线、航空

运输，物流业每一次运输工具的变化、业

务量级的提升，都有力推动了经济版图重

塑。今天的中国物流业，实现了快递包裹

量从“年均百亿”到“月均百亿”的跨越。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物流业发展提

供广阔空间与机遇，繁荣活跃的物流业也

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提升国际循

环质量和水平发挥重要作用。

触角越远，发展空间越大；开放程度

越高，发展动力越足。拿“快递出海”来

说，不到 5 天，下单的汽车检测仪送货上

门，让一名西班牙消费者惊叹中国跨

境包裹的速度。据海关测算，

2023 年，我国跨境电

商进出口总

额2.38 万亿元，增长15.6%。随着中国物

流“走出去”步伐加快，“货通全球”的效率

日渐提升。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

费各个环节，以现代流通体系服务“双循

环”，有助于更好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

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物流畅达、服务

全球，具有强大韧性和宽广空间的中国经

济不断给世界带来新发展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流通体系在国

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

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

重要战略任务来抓。”物流汇聚商流，商流

带动物流。当一架架货机起飞落地、一艘

艘货船到港装卸、一件件包裹分拣运输、

一辆辆配送车出发归来，一个更加完

善畅达的现代流通体系必将托举

起更富活力、更具韧性的中

国经济。

来源：《人民日报》

（2024 年 02 月 01 日

第 05版）

“小包裹”映射活力中国
——春节变迁里的新机遇①

□ 李洪兴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本版推出系列

评论，讲述百姓身边新故事，共话社会生

活新变化，评说活力中国新机遇。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