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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明晰党勇于自我改革的

逻辑意蕴，才能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进自我改革。新时期，

推进自我改革首先要深刻把握党不断推进自我改革的逻

辑所在。1

一、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进行自我改革的理论

必然

马克思主义为全世界人民群众提供了自身解放的思

想武器，指引人民群众进行科学斗争，争取自身权益，

摆脱压迫剥削。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事业发

展，并且依靠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创造了震古烁今的成

就、不断把建设新中国事业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度。这种

成就来之不易，没有党的刀刃向内，一次次拿起手术刀

进行自我改革，就无法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就不能在改革阶段各种困境与磨难中脱颖而出，无法在

中国建设与改革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走向复兴的领头羊。

通过自我改革加强党员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的先进

性为实践的先进性提供了思想基础。党的先进性建立在

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基础上，党员个人的先进性首

先变现为把科学理论内化，进行思想引领，并且指导个

人现实活动，实现外化。每个党员都自觉做到把党的先

进性贯彻到人民群众中去，进而使各级党组织发挥出应

有作用，让人民深切体会党的先进性是客观现实的。但

这种先进性能否永远得到保持、贯彻？答案并非十分肯

定。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这是

一个永恒课题。我党坚持自我改革，始终保持把党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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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性作为重要内容，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的思想与行

为做坚决斗争，把那些违背时代发展潮流的思想认识清

除出党是肌体，把那些漠视人民群众关切利益的做法彻

底修正。党的自我改革有助于净化党员干部的思想心灵，

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各级

党组织得到贯彻执行，使人民群众深刻感受到党的先进

性是客观真实的。

通过自我改革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党的纯洁性

体现在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思想行动上，保持纯粹的状

态，在具体工作中把人民利益摆在前面。永葆初心是新

时代对全体党员干部提出的要求，对全体新中国的建设

者提出的要求，牢记历史，不忘初心，面向未来。总书

记明确提出：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葆生机活力，就必

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改革精神打造

和锤炼自己。[1] 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问题，刮骨疗毒，

激浊扬清，使党在发展过程中保质、保色、保味，创建

风清气正的党内环境，不断巩固党的建设成果。

二、传承优良作风是党自我改革的历史必然

不断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体现党尊重历史的

自觉担当。在党进行改革、建设的进程中，形成了一套

加强自身建设的、进行自我改革的优良作风。也正是由

于这些优良作风的养成，淬炼了不断战胜风险挑战、敢

于取得胜利的党员队伍，使得党得凝聚力、组织力、号

召力得到提升。正如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正因为我们党

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

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跨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2]

党坚持自我改革并不是毫无依据，相反，勇于自我

改革是党的优良作风，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是党一贯

的优良传统。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一贯作风，同时

深刻把握党不断推进自我改革的逻辑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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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党组织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

党一直以来都以坚持自我改革来推动人民事业的发展，

使得党的领导经过百年磨砺而显得愈加坚定、使的民族

事业经过百年发展而更加具有生命力。大改革时期，毛

主席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牢牢把握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权，不断自我进化，不断适应中国的国情。土地改

革时期，以毛主席为主要代表的各级党员从客观现实出

发，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危难之际实行战略

转移，再一次挽救了党。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为了统

一党内思想，总结改革事业发展的教训，针对党风、文

风、学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修整，让党更加团结，

为迎接新的挑战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主席又特别强调党员要预防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进

京赶考绝不能做李自成。在探索建设时期，针对党内存

在的问题，进行改善和调整，对全党进行思想统一和建

设，加强了队伍建设。改革开放前夕，党的第二代领导

集体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发展情况，重新调整了去党的思

想路线，客观、系统的评价了党的历史。可见，党推进

自我改革具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党依靠自我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必然要依靠自我改革走

向未来。

三、引领社会改革是党自我改革的现实必然

总书记明确提出过，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

自我改革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改革。[3] 党

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过程中不能变质、变色，这是对以往社会改革经验的

基本遵循。如果领导党的事业发展的主心骨出了问题，

不论在思想还是行动上，实现民族复兴都将成为空想。

因此，党要持之以恒地加强自我改革，以党员干部的优

良作风、高尚品德来保障人民事业的帆船行稳致远。

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政权建立以来不容易，党能

够长期发展、长期执政更不容易。党立志于千秋万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希冀于万古长青，必然要正确面

对自我生存何自我发展的问题，勇于刀刃向内，不断推

进自我改革，在不断解决问题、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引领

民族事业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百年历史就是

一部党通过自我改革、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总书记强

调过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改革精

神。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改革精神，有没

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

问题和错误作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
[4] 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许多可以预见和不能预见的风

险挑战，这是党不断推进自我改革的现实基础。党如果

不能直面自身问题，壮士断腕般的自我革新，党内生态

必然会遭到破坏，也就无法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发

挥出全部作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难以落实。

可以说，勇于自我改革是党的生命活力所在，是人民群

众利益所系，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力量所在。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不断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以自我改革为重要举措净化党内生态、强健党的

肌体，为实现民族复兴锻造坚强有力并且充满生机活力

的组织力量，这是党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

是党带领民族事业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党只有时刻保

持居安思危的精神品质，始终谨小慎微，党内生态才能

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事业发展才能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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