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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服从。第三，正确的思想意识，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

的 思 想 意 识 。 第 四 ， 理 论 与 实 际 联 系 ， 养 成 “ 实 事 求

是”，认真切实朴素的工作作风。第五，与群众密切联

系，面向群众，启发、教育与提高群众的素质。第六，

努力学习，切实学习，视学习为对党应尽的义务，反对

为 个 人 而 学 习 的 观 点 。 第 七 ， 保 障 党 内 政 治 上 、 工 作

上、生活上正确地团结、互助、互学的精神。第八，重

视与积极参加党内一切生活，尊重各项制度，对党应尽

党员之权利和义务。

此外，还有许多典型，1942年4月7日《解放日报》

刊发军事学院俄文队的党性检查；1942年4月14日《解放

日报》刊发《保安处支部是怎样讨论增强党性的决定》

等许多关于增强党性的好做法及经验。从中央领导张闻

天《我的党性分析》到延安大学韩作黎《我是怎样反省

自己的》体会文章。可以看出这次的党性教育和检查是

非常成功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整风，党员干部

的党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全党思想得到进一步统一，为

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全党统一在毛

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增强党性的启示

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开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

得了卓越的成效，这对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增强

党性，以及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1、在马列主义教育中突出党性教育，增强了党员干

部的党性

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内容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

际紧密贴合，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民族、民主革

命的双重任务展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密切联系

群众，坚持从革命事业的实践出发，极大地改变了过去

脱离干部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的状况，党性教育也使党

员干部增强了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力，改掉了

形式主义的做法，切实提高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

平，提升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2、党性教育使得全体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度”和

对党的事业的“执着度”显著提高

党性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忠诚意识和执着度，就是因

为少数党员的信念还是存在动摇和弱化，如不信马列信

鬼神、不信组织信个人，培植个人亲信，搞人身依附关

系等等。克服这一问题就要在党性教育中加强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习，理论上的认同是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思想

基础，同时还要加强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的学习，使干

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延安时期的绝大多数党

员干部都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作出了不朽贡献，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党性教育非

常成功。

3、党员干部成为党性教育的领导者、推动者、参与

者，对当时的社会与群众产生了巨大影响

增 强 全 党 党 性 的 有 效 途 径 是 集 中 整 风 ， 政 治 局 会

议和《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从顶层设计与领导率先

垂范出发，在全党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增强党性的大

浪潮，党性增强了，作风就改变了。毛泽东同志曾说：

“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

学。”领导人的文章与解放日报社论，让广大党员干部

在党性教育中更受鼓舞，领导上级成为先锋，极大增强

了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学习与实践的积极性，形成

了良好的党内作风和社会风气。

党的二十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

委回到延安，特别强调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继承和

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这从侧面表明，从严治

党和增强党性，就是延安时期党最好的优良传统，新时

代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在弘扬延安精神的过程中不

断增强党性，提高政治站位，勇于自我革命。这更印证

了从延安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我们从未放下党性教育。

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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