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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至 5 日，文件起草组召开四

次党的二十大重点课题调研成果汇报

会，分别听取了 48 个调研组围绕 23 个

重点课题开展的调研成果汇报。

7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第一次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

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赞成报告稿的框

架思路、内容结构、重大思想、主要提

法，认为报告稿立意高远、视野宽阔、亮

点很多，思想性、理论性、战斗性都很

强，并对修改完善报告稿提出了重要意

见。

7 月 2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第二次审议报告稿，常委同志一致同意

关于报告稿的修改建议。

7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

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中央政

治局委员一致赞成报告稿。

8月4日，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区各部

门发出通知，就党的二十大报告征求意

见稿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征求意

见。

8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

持召开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党的二十

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到 9 月 1 日，经统计，围绕党的二十

大报告征求意见稿，108 个单位在征求

4700 余人的意见基础上提交了书面意

见，党外人士提交了 10 份书面材料，各

地 区 各 部 门 各 方 面 共 提 出 修 改 意 见

1570 条，扣除重复意见后为 1435 条。

其中原则性修改意见 173 条，具体修改

意见1262条。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文件起草组还吸纳了中央领导同志、从

中央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对报

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这些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

认真研读党的重要文献，参考各方意

见，召开多轮工作会议仔细研究，反复

讨论斟酌，持续滚动更新提炼有关新提

法、新举措、新行动清单，到 9 月 9 日起

草组 5 个小组分别召开了 13 轮工作会

议。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青少

年体育工作；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

和关爱服务体系；用好红色资源⋯⋯不

少意见和建议得到采纳，体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

截止到提交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

审议，文件起草组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稿

共作出增写、改写、文字精简 260 处，覆

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269条。

9月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

三次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要求

文件起草组根据会议审议意见，抓紧修

改报告稿，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

9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二次审

议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

了文件起草组关于研究吸收各方面意

见建议修改报告稿的情况汇报，审议了

报告送审稿，准备提交党的十九届七中

全会审议。

9 月 26 日、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分

别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

政治局会议，研究党的二十大关于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稿。

10 月 9 日，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召

开。文件起草组全体同志认真听取与会

同志意见建议，对报告稿进行完善修改。

10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上，

一份份凝聚全党意志、体现人民意愿的

二十大报告醒目地摆在了 2300 多名代

表和特邀代表的座席前。

党的二十大代表由全国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选举产生，广泛分布在不

同领域、不同层级，对各行各业、各个方

面的党员意愿、群众诉求有着深刻了

解。大会召开前，代表们通过不同方

式，听取了所在选举单位对党的二十大

报告的意见，并把他们的期盼和愿望带

到大会上来。

10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代表们结

合实际工作，对报告发表意见。会场内，

气氛热烈，凝聚着共识，升腾着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二十大报

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

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过

去 5 年工作和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革的

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

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

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

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根据各代表

团和列席人员讨论反馈的意见，对报告

稿又作出了修改。

海纳百川，气象万千。各方面各领

域的智慧和力量广泛凝聚，全社会全民

族的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

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过程，真正成

为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集

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过程，成为深入

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成为

充分解放思想、广泛凝聚共识的过程。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
报告宣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
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引领亿万
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0 月 22 日 上 午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闭幕会隆重举行。

熠熠生辉的党徽下，经久不息的掌

声中，党的二十大报告通过。

万人大礼堂内，这个世界最大的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澎湃着自信自强的跃

动脉搏，昂扬着奋发奋进的崭新气象。

新征程，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分 3 个板块，15 个

部分，3 万余字的篇幅中含有 300 多个

新提法。第一板块包括导语和第一至

第三部分，是总论；第二个板块包括第

四至第十四部分，是党和国家各方面事

业部署的展开；第三板块包括第十五部

分和结束语。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新

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

动指南。

这是一份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深

刻昭示未来的郑重宣示——

过去五年和新时代以来的十年，在

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

凡，牢牢把握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

要意义，至为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概述五年来党

和国家工作的基础上，以“3”+“16”+

“4”的结构，全面回顾总结新时代十年

伟大成就、伟大变革。

3 件大事彪炳史册：迎来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

16 个方面和工作成就非凡卓绝：创

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对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

署⋯⋯报告总结了 16 个方面的历史性

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4 个里程碑意义启迪未来：中国共

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

国人民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

主动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

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

辛。

二十大代表在讨论报告中纷纷表

示，新时代伟大变革中，习近平总书记

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在风

云变幻中举旗定向、掌舵领航，在大战

大考中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在惊涛骇

浪中力挽狂澜、砥柱中流，充分彰显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

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略，不

愧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不

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的掌舵

者、领航人。

事实证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

有决定性意义。

时间铭记，大地见证。“两个确立”

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

度共识和共同意志，已经写在了新时代

的伟大征程中、写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心坎上，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

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

这是一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纲领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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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旗帜鲜明作出

这一新表述。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

精神追求真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开辟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集中阐述，

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

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报告指出，只

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

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

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这 10

个写入报告、体现着中国人民“宇宙观、

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主干词格外

抢眼，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智慧，同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

性，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的生动例

证，彰显着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两个结

合”，指明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

途径，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之树常青的奥妙所在。实践证明，

“两个结合”做得越好，理论创新之源就

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就越强劲。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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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提出“六个坚持”，即坚持人民

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

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

天下。这是我们党首次从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

的科学方法、正确路径，深刻体现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这一思想根

本的政治立场、彻底的理论品格、独有

的精神气质、科学的思想方法，为把握

好、运用好这一科学理论的思想精髓、

进一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供

了“金钥匙”，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

“六个坚持”构成相互联系、内在统

一的有机整体，贯穿体现在“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全

部内容之中。把握运用好“六个坚持”，

就能更好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

质、实践要求，更好地把这一思想转化

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修养、理论素

养、道德修养和履职尽责的本领。做到

了“六个坚持”，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就会

更加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就会更加显著，就能不断谱写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这是一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庄严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

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立足“两个大局”，擘画复兴伟业。

报告在进一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

五大特征的同时，令人瞩目地提出九条

本质要求和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

的五条重大原则。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的重大论断，明确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旨归意

义、目标任务、实现途径，揭示了中国式

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实践指引、光明前

景，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

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世界现代化

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是对西方现代

化理论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

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

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

（下转11版）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
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党的二十大报告诞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