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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学习语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坚持守正创

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任务要求，为推动新时

代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提供了根本遵循。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

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

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党

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发展，迫切需要

我们深入回答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坚持把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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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全党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2022 年 7 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

上的讲话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

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

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

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历史的结论。

——2023 年 6 月 30 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

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20 年来，工程始终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在学习研究宣传党的

创新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4 年 11 月，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

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

厚植学术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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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

“第二个结合”。我说过，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

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

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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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与独特优势。

——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的讲话

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高扬中

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

好、弘扬好、发展好。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024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

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

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理论人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2024 年 11 月，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



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更加深入人心

必须抓好思想建设这个基础，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

教育、理论武装和实践运用、强党性和增本领相结合，健全

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

——2024 年 6 月 27 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

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践行党的初

心使命，都是在完成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未竟的

事业，都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时代在不断前进、事业在不断发展，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一

刻也不能停止。邓小平同志讲：“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

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境界，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新时代新征

程上，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不忘老祖宗，始终走正道、善

于闯新路，让理论之树常青、事业之树常青，不断以新的作

为、新的成就告慰老一辈革命家。

——2024 年 8 月 22 日，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2024 年 11 月，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

1、全党要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和

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方法，在新时

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新境界。（5~20

分）

A. 新时代 （5 分）

B. 世界观 （5 分）

C. 观点 （5 分）

D. 中国化 （5 分）

2、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

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了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推进理论创新，

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 （0~20 分）

3、在五千多年中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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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

华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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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0~20 分）

A. 文化 （0 分）

B. 文明 （5 分）

C. 原理 （5 分）

D. 传统 （5 分）

E. 道路 （5 分）



4、必须抓好（）建设这个基础，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持之以恒加强（）教育。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

中性教育、理论武装和（）运用、强党性和增本领相结合，

健全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促干长效机制。（0~20

分）

A. 思想 （5 分）

B. 党性 （5 分）

C. 实际 （0 分）

D. 实践 （5 分）

E. 以学正风 （5 分）

5、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

彻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

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更加深入人心。 （0~20 分）

A. 改革 （0 分）

B. 守正 （5 分）

C. 中国特色 （5 分）

D. 研究 （5 分）

E. 实效性 （5 分）

提交
党员学习暨测评成绩信息表

序号 姓名 测评成绩 序号 姓名 测评成绩

1 张兴茂 100 20 马 明 100

2 马维克 100 21 刘彦寿 95

3 张晓桐 100 22 魏金宝 100

4 金 磊 100 23 李进新 100

5 崔小伟 100 24 王武天 100

6 余 枭 100 25 王 勤 100



7 付志义 100 26 张 军 100

8 张立志 100 27 王天鹏 100

9 杨诗栋 100 28 冯志军 100

10 马健业 100 29 宗宏三 100

11 李德文 100 30 梁建仓 100

12 张兴茂 100 31 韦 琦 100

13 张 镇 100 32 刘玉平 100

14 韩东润 100 33 王彦平 95

15 田盛涛 100 34 赵 杰 100

16 侯金钟 100 35 沈 渊 100

17 李立庆 100 36 杨自江 100

18 周宏卫 100 37 潘金平 100

19 王金瑞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