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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时在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之时，要注意语言的通

俗性，要紧密联系工人的生活实际，用工人喜闻乐见的

语言模式、传播方式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以此能让工

人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提高学习的积极性，最

终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还要重视工人的主体

地位。像是《劳动界》面向工人征收投稿并刊登，当今

的思想教育不能把工人当做被动接受思想的客体，而要

同时注重发挥其主体作用。要注重工人思想、感悟的表

达，因为没人比工人更能理解工人，工人之间的多方面

的相似性决定了他们之间更能引起思想上的共鸣。我们

可以鼓励工人进行工人阶级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人自己

当主角，自己做演讲、做报告等，以提高工人阶级的思

想觉悟。

2、维护劳工合法权益，贯彻群众路线

《 劳 动 界 》 就 是 为 真 正 唤 醒 劳 工 阶 级 ， 促 使 其 运

动起来以达到维护其自身正当利益的结果。其是早期共

产党人以劳工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创办的，

也因如此才获得了劳工的信任与支持。当今劳动者仍是

国家、社会的主人翁，他们的作用不言而喻，而当代他

们的利益保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不

断提升工人阶级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4]我们

要做的是让劳动者有坚实的后盾、有可靠的保障，要让

他们感受到自己受到了尊重，认识到自己的重要地位，

这样才能使劳动人民更加积极地工作以为社会的发展添

砖加瓦。所以，在今天、在当代，我们党一定要坚定不

移地贯彻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进劳

动 者 的 生 活 ， 了 解 和 掌 握 劳 动 者 的 实 际 生 活 和 工 作 状

况，发现劳动者关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为其解决

问题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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