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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对于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启示及相应措施

王学苑

黑龙江科技大学　150028

摘　要：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深深笼罩了每个人的心，面对疫情，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卓越的领导力，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栉风沐雨，共同抗疫，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正是因为保持了自我

革命的勇气和能力，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才始终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1］本文主要分析在抗疫大

考中，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程与经验对于我们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何重要的启示意义，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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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理论概述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与特征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简称突发事件，顾名思义，主要

是指突发的重大传染病已经或者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
事件。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造成的危害等，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为极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

（Ⅲ级）和一般（Ⅳ级）四个等级。 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主要包括：发生在城市并传播到两个以上省份的肺鼠疫和
肺炭疽；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或原因无法查明且有扩散倾向的
疾病； 中国境内发生或者传入新的或者尚未发现的传染病； 病
毒毒株丢失及致病因素发生； 在与中国同行的周边国家和地
区暴发严重危害中国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传染病； 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确定的其他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是：成因的多样性；分布的
差异性；传播的广泛性；危害的复杂性；治理的综合性；新
发的事件不断产生；种类的多样性；食源性疾病和食物中毒
十分严重； 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且危害严重。

（二）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典型案例及危害（以中
国为例）

1. 非典型肺炎
2003 年 2 月，非典型肺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蔓延，这场

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 在党
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人民迅速团结起来，共同抗击疫
情，不慎染上非典的人民积极配合治疗，原本严重的情况在慢
慢好转。在半年时间里慢慢控制住了疫情，最终取得胜利。

2. 甲型 H1N1 流感
自 2009 年以来，流感已在全球蔓延。 甲型 H1N1 流感是

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在人群中极易传播。 与过去或现在
的季节性流感病毒不同，这种毒株含有三种流感病毒的基因片
段：猪流感、禽流感和人类流感。 如果不慎接触病患呼吸道
分泌物、体液或者被病毒污染的其他物体也可能会染上病毒。

3.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鼠疫
2019 年 11 月 12 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

旗 2 人被专家确诊为肺鼠疫确诊病例。主要临床表现为极易
高热、头痛、胸痛、气短、唇紫、咳嗽、咳痰或痰泡带血，
常因心衰、出血、休克而死亡。

2019 年 12 月 23 日，患者体检测出的指标和生命体征恢
复正常，达到痊愈标准，符合出院条件。

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这是我国再一次面对病毒危机：新型冠状病毒。距离上

次 2003 年非典仅过去 17 年，刚好降临在春节之际。这是一
种最新出现的、危害性极强的急性传染性肺炎，患者的肺部
会有明显的阴影，进而会发热、全身无力、干咳，严重的会
有呼吸窘迫的症状出现，如救治不及时就会导致死亡，和流

感的相同之处是其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新型冠状病毒
在传播时两个特征最为明显：高传染性和高隐蔽性。2021 年
2 月 21 日，在印度各地发现了多达 240 种新冠病毒毒株的新
型变种。

疫情爆发以来，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遭到了严重打击，
虽然接种疫苗以来，一些国家的疫情有些放缓，但由于病毒
的变异，防控措施不力，疫情仍在不断地反弹，至今未见终
期，且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原因分析（以中国为例）
1. 世界大环境的影响
海洋生物学家恩里克·萨拉指出：“我们不仅要保护大自

然，还必须恢复人类已经破坏的环境。否则，未来出现各种
新大流行病的风险将会增加。”人类曾幼稚的以为自己能够通
过攫取自然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在自食其果后，才意识到只
有顺应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方可寻求人类自身长远
发展。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人们开荒垦田，捕杀猎物，
填海为岛，肆无忌惮地开发自然资源，一座座高楼大厦鳞次
栉比，钢筋混凝土充斥着整个城市，人类对自然过度开发利
用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物世界的不平衡。在生物界，病毒通
过宿主进入到人类的身体，导致新的传染病爆发，而这也不
可避免地伴随着公共卫生问题。

2. 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法律体系，但从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来
看，我国的一些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在遇到突发情况时，
相关部门应第一时间切断传染源，将密切接触者按照要求进
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并给予预防性用药，同时在官网发布
预警通告，提醒广大居民注意自身安全。如果应对危急时刻
的政策不统一，且信息闭塞，不同的部门有不同部门的做法，
这样会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在应对突发状况时，效率较
低下。

3. 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一系列问题
一些卫生行政部门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存在着机

制不健全、信息不准确、反应缓慢、应急准备不足等问题。
相关部门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大型医院的整治和发展上，却忽
视了社区卫生行政部门的发展。一些基层部门无法保障相关
资金，且应急物资更新和运输机制不完善。而在许多社区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部门的规范标准还不完善，职能尚未确立，
定位不明确。相关部门出台的指导意见大多过于笼统，无法
有针对性的落到每一个社区卫生行政部门上，使得一些机构
缺乏管理标准，管理较为松散。

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进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自我革命奠定基础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要取得革命



2022　2　新时代教育·教育论坛184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的成功，就必须先进行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一经创建就带有“自我革命”
的强大基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将最终实现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代表着中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2］正是因为自我革命的精神，我们党才能
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纠正错误，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战争的
胜利，建立新中国。我党曾本着自我革命的精神，纠正了右
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将思想拉回到正确的轨道，最终作出了
适应当时情况的正确决策；除此之外，我们党还勇于纠正左
倾错误，并在遵义会议上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
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此次会议已成为了我党历史上一个生
死攸关的转折点；还有著名的整风运动，无不体现着党的自
我革命精神，这也为我国之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前进
《孟子·离娄上》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利益，以强大的自我革命
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而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创新、自我提高。

1951 年，党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和“三反”运动，提高了
党的理论水平，改进了我党的工作作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它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
是、改革创新、不断自省的精神。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自我革命逐步
推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本着自我革命的精神，提出实践是
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拨乱反正，由
此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我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在
艰苦条件下不懈努力形成的，它已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血液，成为我们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永葆
青春活力的关键。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颁布实施了几项法律法规，积极推
进党员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升共产党员的思
想意识，增强党员的政治觉悟，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

（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开启了自我革命新征程，开辟

了自我革命新境界。将“自我革命”总要求明确纳入党的建
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明确提出：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
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些思想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三、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经验融入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路径

（一）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两个字刻在心中，

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清晰地写在旗帜上。在动荡的革
命年代，党领导人民，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在这场史
诗般的抗疫斗争中，人民是我们党最强有力的支撑。党的自
我革命的经验，要求我们要有正视问题的意识和勇气。

因此，想要打赢这场战疫，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尤
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做人民的思想工作，让人民始终相信和支持党，跟随党的领
导，始终保持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们才可以冷静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而解决危机和应
对变化。

（二）精准施策，多措并举
党的自我革命的经验要求我们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根据疫情期间出现的具体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决策，不搞
“一刀切”。

1. 完善相关应急法律。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
须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做支撑。建立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完善

《紧急状态法》，确保危急时刻能够有条不紊地、有针对性地
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从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2. 强化追责问责。制度建设与完善永远不能停步，紧抓
各级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落实政治责任，积极主动查找和发
现问题，加大问责力度和问题曝光透明度的提高，减少“一
问三不知”等各种防控不力现象的发生，对疫情防控中不担
当、不作为、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严肃处理，形成震
慑作用，切实落实疫情防控地方责任、单位责任以及岗位责
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一个好榜样，不仅要坚守岗位，
还要关心广大党员和干部，不能盲目领导干部和工人加班，
杜绝形式主义。

3. 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受疫
情影响，许多地区医疗物资生产能力不足，出现供不应求的
紧张局面，同时疫情也给各行各业的产业链造成巨大的冲击。
而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可能长期停滞。因此，
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促进企业工作的恢复，从而
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来保障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针对
规模小，复工率低的中小企业，国家应当出台帮扶支持性的
政策和措施，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减少疫情造成的损失，同
时，还可以通过网络手段，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帮
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三）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1. 十月革命的轰鸣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带到了中国。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尊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同中国优秀历史传统文化
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要求我们要
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在决策指挥和社会治理各方面遵
循科学规律。

2. 与时间赛跑，研制疫苗。当疫情出现时，应当迅速成
立科研攻关组进行疫苗的研制，疫苗研发既要抓紧推进，又
要尊重科学规律，应把疫苗的安全性放在首位，并应密切关
注国外的研究和开发过程，以加强合作。社会公众也应对疫
苗研发多一点耐心，用科学理性的眼光去看待研发进程。

3. 运用新技术，开展防控智能化。充分利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数据库，对不同地区及人民进行精准识
别，判断其安全性，为促进人员有序流动和复工复产提供服
务。将“健康码”和“通行大数据行程卡”作为复工复产证
明，并根据查询结果进行交通管控和分类处置，实现准确识
别，落实精准政策，分级分类防控。

四、结语
自我革命，是拿起手术刀给自己动手术，将不好的地方

剔除，也正是因为自我革命，才使我们党始终朝气蓬勃、意
气风发。要进行自我革命，不仅要在思想上有高度的内省，
而且要在行动上有高度的自觉。在我们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时也是一样，要实事求是，学习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寻
找最合适的解决路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推动社会
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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