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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三个务必”重要论述的出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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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三个务必”重要论述，体现了党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对

历史规律和时代大势的清醒认识。从出场逻辑看，新时代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与实践新要求是“三个务

必”出场的现实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经验启示是“三个务必”

出场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论要求是“三个务必”出场的理论逻辑。从基本内涵看，“务

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要昭示了党的政治本色；“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主要体现了党的优良

作风；“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主要彰显了党的鲜明品格。三者呈现出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逻辑

关系。从实践指向看，新时代新征程贯彻落实好“三个务必”，要强化以“三个务必”为要旨的思想政

治教育，提升以“三个务必”为要求的党员党性修养，以及推进以“三个务必”为要务的全面从严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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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2022 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下简

称“报告”)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

章。”[1](1−2)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三个务必”重要

论述，“三个务必”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

的守正创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

世情党情国情而做出的科学判断，是在新的“赶考”

之路上对全党同志提出的重要要求。“三个务必”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葆“赶考”的清醒与

坚定，体现了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接续奋斗的

强烈历史主动精神。为了深入理解习近平关于“三

个务必”的重要论述，我们主要分析了其出场逻辑、

基本内涵和实践指向。在现实逻辑、历史逻辑和

理论逻辑三个方面指出了“三个务必”的出场逻

辑；在理解“三个务必”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阐释

了其间的相互关系，从整体上把握“三个务必” 

的基本内涵；在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党员党

性修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积极探索了

“三个务必”的实践路径。习近平关于“三个务

必”重要论述对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三个务必”重要 
论述的出场逻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

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深刻总结治国理政经

验，提出了“三个务必”的命题。“三个务必”

是立足于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而提

出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对党的奋斗

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在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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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实逻辑：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

要求 
报告指出：“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

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

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

重大时代课题。”[1](14)我们党提出“三个务必”，

是为了回应新时代党的建设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首先，国内外形势新变化要求全党必须坚持

“三个务必”以应对好各种风险考验。从国内形

势看，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新时代十余年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赢得了历史性胜利，但仍面临一些矛

盾和问题。报告精辟概括了十年间的三件大事、

十六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全党“在新的征程上

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

未来”[1](3)。在总结新时代党和人民奋斗成就的

同时，报告从九个主要方面指出了党的工作亟待

解决的矛盾问题。对此，习近平强调：“新时代

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

斗出来的！”[1](12)这不仅是对新时代以来党的各项

工作的充分肯定，而且是更高要求，要求全党同

志以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姿态解决好工作中的

不足，继续创造新的辉煌。从国外形势看，外部

环境更趋复杂，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国

发展才能稳步向前。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传统的国际秩序遭受严重破坏。面对局势变

化，我们党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展示不畏强权

的坚定意志，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

益，牢牢掌握了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1](3)，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其次，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明确了全党必须坚

持“三个务必”以符合党的建设的政治要求。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结合党的建设基本情况，

提出了与“三个务必”意蕴相通的系列要求，“三

个务必”是面向新征程对这些要求的转换、融合

与浓缩。2014 年 5 月，习近平在指导兰考县委常

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

活会时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求真务实，

坚持清正严明。”[2](29)2016 年 7 月，习近平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指出：“全党同

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

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

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

滞……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

答卷！”[3]2019 年 9 月，习近平在视察北京香山

革命纪念地时指出：“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

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以‘赶考’的

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4](259)2021 年 6
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决不能丢掉革命加拼

命的精神，决不能丢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决不能丢掉不畏强敌、

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5]这一

系列要求，充分体现了党对“三个务必”基本理

念的弘扬。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1](18)的实践新要求，全党同志必

须坚持“三个务必”，为实现党的既定目标而团

结奋斗。 
(二) 历史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

养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经验启示 
重视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

优良传统，“三个务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古代数千年治  
理经验和党的百余年实践经验凝结而成的治党

智慧。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了“三个务必”

的历史底蕴。习近平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

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1](278)，中华民族

数千年的历史实践夯实了“三个务必”的历史文

化根基。习近平善于援古证今，他曾引用“大道

之行也，天下为公”[1](559)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4](138)告诫全党同志保持谦虚谨慎、继续奋斗，

以“乱云飞渡仍从容”[6](258)提醒全党同志在各种

斗争面前把握正确方向。由此，“三个务实”是

中国共产党人汲取历史智慧，着眼于新的实践发

展需求而提出的。 
其次，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经验反映了“三

个务必”的基本内涵。《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6 期 

 

14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

议》)中总结了党的十个方面的宝贵经验，其中多

个方面的具体阐释直观地反映了“三个务必”的

内涵。在阐释“坚持人民至上”时强调，“始终

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7](66)，指向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阐释“坚持独

立自主”时强调“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

验”[7](67)，反映了党“务必谦虚谨慎”的作风。

在阐释“坚持开拓创新”时指出“越是伟大的事

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

开拓创新” [7](69)，明确表示全党“务必艰苦奋斗”。

在“坚持敢于斗争”方面指出“把握新的伟大斗

争的历史特点……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7](69)，强调全党同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此外，在“坚持自我革命”中提到“敢

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7](70)，也指向了“三

个务必”。 
(三) 理论逻辑：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理

论要求 
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的视域考察党的百余年建设特别是新时代党的

建设，揭示了“三个务必”的理论源流。毛泽东

1949 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8]新时代我们党将“两个务必”发展为

“三个务必”，蕴含了唯物辩证法的要求，符合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首先，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发

展过程蕴含了唯物辩证法的要求。马克思认为：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

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9]

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中，否定之否定规律说

明了任何事物都会周期性地向更高级的存在形

态前进。从“两个务必”的提出与坚持，到“两

个务必”发展成“三个务必”，是我们党在前进

过程中加深理解、改进方法的表现。在抗日战争

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到中国共产党应当艰苦奋

斗、谦虚谨慎。他指出“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作

风，能够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10]，并号

召“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

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11]。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领导人坚持“两个

务必”传统，根据新时期党的建设基本要求赋

予了“两个务必”新的要求。邓小平指出：“我

们要坚持建党几十年来最好时期的传统，就是

要艰苦奋斗，谨慎办事，兢兢业业。”[12]江泽民

认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

要内容，并指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这是关系工作好坏和我们事业成

败的一个很重大的思想作风问题。”[13]胡锦涛强

调：“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

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

醒头脑。”[14](659)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与时俱进地

发展了“两个务必”，指出：“‘两个务必’耳熟

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两

个务必’，使之更好指导当前党的建设？今天如

何结合新的形势弘扬？”[15]这些带有强烈问题意

识的思考表明，进一步弘扬“两个务必”需要与

时代相结合、与党的建设相结合。基于此，习近

平在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三个务必”的命题。 
其次，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转

变依据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

认为唯物史观“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

形态”[16]，不同时期的社会存在以及党的实践要

求决定了“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转变。

“两个务必”的提出主要基于当时党情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即将掌握全国政权，在接收城市的过

程中党内滋长了骄傲享乐、不求进步的情绪。于

是，毛泽东以“两个务必”警示全党继续保持革

命战争年代的精神气象。之后，党的领导人基于

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现实情况，继续保

持“两个务必”。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我

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

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7]江

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

议上指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

综合国力还不强……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必须艰苦奋斗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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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胡锦涛在中共第十

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

出：“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我国基本国情，牢记

‘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14](204)

进入新时代，较之以往，“新的赶考之路”的时

代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

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1](13)同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

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1](22)。习近平在庆祝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所处

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

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

非进不可的时候。”[4](236)面对新形势，全党更要

以高度清醒做好经受风高浪急的重大考验的准

备，因此必须坚持“三个务必”。 
 
二、习近平关于“三个务必”重要 

论述的基本内涵 
 

“三个务必”是习近平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

和使命任务对全党同志的新告诫，对党的建设提

出了新的要求。其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谦虚谨慎、艰苦

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坚持“三

个务必”是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现实要求，三者

之间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 
(一)“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基本    

内涵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党同志，党的初心

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

集中体现。”[19](178-179)“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是“三个务必”的核心要义，是对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最本质的要求。 
首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一以贯

之的宗旨。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一切

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19](145)。正是因为始终坚守初心使

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才得以从

各种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事业的领导核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推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其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崇高坚

定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指出：“共产党人坚持的

初心，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就是对

党和人民事业的永远忠诚。”[20](9)在初心使命的

感召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挫折中奋起，

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牺牲，成功开辟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57)，

坚定理想信念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直接体现。 
最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矢志不

渝的奋斗目标。2017 年党的十九大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上升为大会主题，习近平在会议中明

确指出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6](1)，并号召全党“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6](1−2)朝着

这一目标前进。党的二十大将“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写入大会主题，进一步展现了党实

现初心使命的坚强决心。 
(二)“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基本    

内涵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源自“两个务

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

作风。习近平以“三个务必”郑重强调“谦虚谨

慎、艰苦奋斗”，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传承发扬

好党的优良作风，继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首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

党的光荣传统。回望党的历史，党成立伊始就勇

担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逐步带领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党在百余年奋斗中构建起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其中就包括以“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为内核的奋斗精神。这些奋斗精神包

括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焦裕禄精神、劳模精

神、“三牛”精神等，涵盖了党的各个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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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习近平针对党内

脱离群众的现象指出：“有的刚当领导还谦虚谨

慎，当久了就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这样搞下

去没有不出事的！”[2](98)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

立场，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

面对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

我们党长期执政、日臻成熟的关键所在。 
最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

党人创造新的伟业的重要法宝。当前，我们党已

经取得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但还远未到歇脚松

劲的时候。习近平指出：“面向未来，我们必须

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增强忧患意识、

慎终追远，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1]因此，

全党同志坚定对奋斗成就的自信的同时，更要保

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攻坚克难、

砥砺前行。 
(三)“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基本    

内涵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三个务必”

的鲜明特征，揭示了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成功密

码。随着历史方位的转变，我们党要在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首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党始终葆

有的政治品格。百余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同各

种敌对势力以及困难挑战展开坚决斗争，淬炼了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新时代的中国

共产党人根据形势变化积极调整斗争策略，不断

丰富斗争历练，政治品格更加坚实。 
其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党的强大

精神力量。习近平 202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

其中包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6](480)。在“敢

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鼓舞下，党的历史上

涌现了一大批顽强斗争的英雄模范人物，铸就了

百年大党的光辉历史。 
再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党的重要

历史经验。习近平 2019 年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秋季学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

“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

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6](257)，并就“敢于斗争”

的必要性、方向、立场和目标，“善于斗争”的

策略方法等进行了深刻阐述。此外，《决议》中

“斗争”作为高频词出现了 50 次，“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贯穿党的奋斗历史，党依靠斗争完成

了各阶段的历史任务，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最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确保党始

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必要条件。报告将“坚持发扬

斗争精神”作为党的前进道路上必须把握的重大

原则。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瞻仰延安革命

纪念地时再次强调：“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

新天地。”[22]全党“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才能在各种重大斗争中赢了主动、化解风险，不

断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篇章。 
(四)“三个务必”的基本关系 

“三个务必”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有机

整体。“三个务必”既指明了党的奋斗方向，又

阐释了党的奋斗状态和实践要求。迈进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要把握好“三个务必”的基本关系，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和行动

自觉。 
首先，“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务

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的根本方向，回答了“中国共产党要干什

么”的问题。习近平认为，党的一切工作“归    
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6](477)。党的初心使命为“三个务必”的后

两个方面提供了正确方向和内生动力，描绘了

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的目标对象和价值意义。换言

之，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为了什么”且“为

什么要”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敢

于斗争、善于斗争”。 
其次，“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务

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的重要保证，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把

事情干实”的问题。“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本质上强调全党要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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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求是的态度来兑现承诺。习近平认为，我们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

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2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

性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保持“行百里者半

九十”的清醒，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在前进道

路上，我们党只有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做到不自满不懈怠，才能不断加深对初心使命的

认识，在各种斗争中经受住考验。 
最后，“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务

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

奋斗”的必然选择，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怎么把

事情办成”的问题。习近平强调：“我们党依靠

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6](558)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下，存在着可能

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风险挑

战。因此，为了防范化解这些风险，中国共产党

人不仅要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更要通

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来下好先手棋、打好

主动仗，在积极破解矛盾问题的实践中打开事业

发展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人斗争越有成效，实现

初心使命的信心和能力就越强，越能够保持“谦

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状态。 
 
三、习近平关于“三个务必”重要 

论述的实践指向 
 

《决议》指出：“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

之路。”[6](488)为了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中国共

产党人需要增进对“三个务必”的思想认识，对

照“三个务必”提升党性修养，并严格依循“三

个务必”开展工作。因此，全党必须强化思想政

治教育，筑牢初心使命，继承“两个务必”的光

荣传统，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在全面

从严治党中深化“三个务必”。 
(一) 强化以“三个务必”为要旨的思想政治

教育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努力做到知行合

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20](14)，并强调“必须

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23]。加强

以“三个务必”为要旨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在全党

树立“三个务必”意识，这是准确践行“三个务

必”的基础和前提。 
首先，要抓准“三个务必”为要旨的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点内容。重点内容是指围绕习近平关

于“三个务必”重要论述而开展的一系列理论学

习与实践活动，其中需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深

刻理解“三个务必”的科学内涵，强化党员干部

对“三个务必”的基本认识，进一步掌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二是深刻认识“三个务必”的辩证统一关系，

强化党员干部的辩证思维，将“三个务必”作为

检验党员干部、推动事业发展的方式方法。三是

深刻把握“三个务必”的现实意义，促使党员干

部结合具体情况寻找差距，整改问题，强化担当。

四是深刻把握“三个务必”的时代要求，要求党

员干部紧密联系国内国际的情势变化，增强“三

个务必”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 
其次，要明确“三个务必”为要旨的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点对象。重点对象是指全党同志特别

是领导干部。习近平就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亲力亲为，既要做

实干家，又要做宣传家，带头宣讲。”[24]“三个

务必”作为报告的重要内容，领导干部应当在相

关教育活动中率先垂范，既要加强“三个务必”

内容学习，还要开展“三个务必”主题宣讲。一

方面，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三个务必”相关的

理论研究成果与课程，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带头宣讲“三个务必”，

用鲜明生动的案例故事和打动人心的话语表达，

向党员干部讲清楚“三个务必”内在的道理，将

“三个务必”打造成全体党员干部的常修课。 
最后，要扩大“三个务必”为要旨的思想政

治教育的辐射范围。“三个务必”蕴含的理念不

仅能成为全党共识，也可以成为全社会共识。“三

个务必”是对全党同志的政治要求，但其中的“谦

虚谨慎”“艰苦奋斗”等理念，亦能推广为全社

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因此，一是要将“三个务必”

作为重要内容，向人民群众宣传普及，强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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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和国家事业的了解与认同。二是要将“三个

务必”作为有效方法，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引导，

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活力。三是要将“三个务必”

作为道德规范，将“三个务必”的价值取向融入

人民群众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

明素养和法治意识。 
(二) 提升以“三个务必”为要求的党员党性

修养 

习近平认为成长为党的好干部，“就要不断

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1](135)。党员党性

修养是党员按照党性原则进行自我改造与完善，

实现党性升华的过程。新形势下，党员干部要发

挥主观能动性，对照“三个务必”的基本要求自

省自励，加强党性修养。 
首先，要增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

觉。对此，全党同志要深入领会习近平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积极践履其中关于持续推动全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六个方面的要求。习近平指出：

“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参观学习，更

加自觉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5]全党应当坚

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融入各级各类教育

培训，特别要重视通过实地考察等形式加强学

习。一方面，党员干部要通过参观革命纪念地、

重要历史遗址等，在具体情境中感悟党的光辉历

程和伟大成就，增强对党的忠诚和担当。另一方

面，党员干部要在实地考察中了解国情社情，找

准工作的切入点，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为实现

党的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其次，要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传

统。为此，全党同志一是要始终葆有“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的思想风貌和工作气质，坚持在长期

实践中探索和检验真理，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工

作水平。二是要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作为

学习的方式方法，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之中，向

不同对象谦虚求教，努力达到又博又精的状态。

三是要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作为服务人民

的手段，在为人民服务的各项任务中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立场，坚持从事实出发，通过不懈奋斗

努力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 

最后，要争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模

范。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一是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文献中

的相关斗争理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

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6](259)二是

要在各方面的斗争中锤炼意志、强筋壮骨，坚决

同企图阻止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势力斗争到底。

三是要注重斗争策略方法，要善于分析不同的矛

盾问题，根据情况及时调整斗争的时机和程度，

努力使斗争的实效最大化。 
(三) 推进以“三个务必”为要务的全面从

严治党 

“三个务必”是我们党基于对新时代党的建

设和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党要破解历史周期

率，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必须以“三个务必”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觉。 
首先，要严格将“三个务必”贯彻到党内政

治生活的全过程。严肃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

优良传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从“两

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为各级党组织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方向指引。因此，一方

面，各级党组织要把“三个务必”作为基本准则，

将其贯穿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与环节；另

一方面，要把践行“三个务必”作为全体党员的

自觉行动，让党员干部在具体工作中坚持“三个

务必”，做到兴党、爱党、忧党。 
其次，要及时纠治党内违背“三个务必”的

顽瘴痼疾。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

坚持“三个务必”是长期性的工作，需要全党集

中力量对存在的问题标本兼治。一方面，要着力

针对党内违背“三个务必”的各种表现进行整治，

特别是两类问题，一是量大面广、表现突出的问

题，二是对“三个务必”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的

问题。另一方面，要深入调查问题出现的根源症

结，坚持从严从实从细，重点从“三个务必”对

应的理想信念、工作作风、政治品格等方面下功

夫。同时，还要把相关纠治情况形成案例，坚持

以案释纪和以案为鉴，以深化全党的思想教育和

警示教育。 
最后，要着力构建“三个务必”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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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

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2](104)“三

个务必”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

需要重视思想引导，还需要增强制度约束。因此，

必须从制度供给侧层面来考量“三个务必”，建

立健全规范清晰、务实有效的“三个务必”制度

体系，确保全党践行“三个务必”规范化、常态

化和长效化。一是要以现有党内法规为基础，对

照“三个务必”的内容要求将其细化具体化。要

构建“三个务必”制度体系，首先应当对现有党

内法规中涉及“三个务必”理念的内容进行梳理、

细化和补充。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

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重要党

内法规，其中有关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容与

“三个务必”相契合。一方面，全党要将这些法

规作为践行“三个务必”的基本遵循，另一方面，

还应当以“三个务必”为内容要求，对这些法规

进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实现“三个务必”在现

有法规制度中的延伸和具体化。二是要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制度为基础，基于“三个务必”的

内在关联推进机制创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

度以筑牢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为根本，通过规范

言行、主题教育等形式强化党员各方面的能力。

我们党在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同时，

还应当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形成“三个务必”

的长效机制。“三个务必”机制设计要重点把握

三个方面：一是在理念上，注重“三个务必”

内在的有机互补，使三者协同发力。二是在内

容上，注重与其他党内法规衔接，增强制度合

力。三是在功能上，注重对党员干部工作的监

督，促使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对“三个务必”的领

悟力和执行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2023. 

[2]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16. 

[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1(8): 4−20. 

[4]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21. 

[5] 习近平. 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

富[J]. 求是, 2021(17): 4−20.  

[6]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2023. 

[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38−4139. 

[9] 马克思.资本论: 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4. 

[10]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93.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

社,1991: 1027. 

[1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59. 

[13]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45. 

[14]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5] 李斌.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

访西柏坡侧记[N]. 人民日报, 2013−07−14(04).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2. 

[1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57.  

[18]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617. 

[19]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 北

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20] 习近平. 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

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2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周年招待会上

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10−01(02). 

[22] 新华社. 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

标任务而团结奋斗[J]. 党建, 2022(11): 31−33. 

[2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M]. 北京: 外文

出版社, 2022: 550. 

[24] 习近平. 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

话[J]. 求是, 2022(2): 4−9. 

[25] 习近平.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J]. 求

是, 2021(13): 4−15.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6 期 

 

20

 

 
 

On the establishment logic, basic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treatise on the "Three Musts" 

 
LIU Guangbin, WANG Xi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of "Three Musts"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reflects our party's clea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laws and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times on the new road to rushing for the ex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earance logic, the new changes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practice are the realistic logic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Three musts", the 
rich nourish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of struggle are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Three musts", the theoretical requirement of the basic viewpoint of Marxism i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appearance of "Three mu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sic connotation, "Must not 
forge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bear in mind the mission" mainly indicates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Party. 
"Must be modest and prudent, hard work" mainly embodies the Party's fine style. "Must dare to struggle, 
good at struggle" mainly reveal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Party. The three are interlinked and 
inseparable, and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Three must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ractice,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will implement the "Three mus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Three musts" as the main purpose, improve the party spirit of 
party members with the "Three musts" as the requirements, and promote the "Three musts". "Three Musts" is 
the top priority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trictly govern the party. 
Key Words: Xi Jinping; "Three musts"; establishment logic; basic connotation; practical orientation 

[编辑: 胡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