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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明理践使命，争做时代好青年

【摘要】“四史”是“四个自信”的形成逻辑，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规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及“四史”的重要论述，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的必要保障，是培育新时代新青年的内在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到社会

建设的方方面面，充分提高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水平。在新的发展阶段，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如期实现。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四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育时代青年

一、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是中华民

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根基。自党十八大以来，厚植本土文化，将法治文化建设与传统法

治元素有机结合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得到充分呈现。从“以民为本”到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从“德主刑辅”和“礼法合治”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天

下为公”到“公平正义”；从“清官”文化到坚持“全面从严”。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随着社

会的发展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特色，摒弃了传统人治、特权思想，体现出法治文化建设的

显著成果与创新发展。

虽然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些与现代法治不相容的地方，但不能因此否认几千年的深厚文

化积淀。深入剖析传统文化的精华，充分借鉴和发扬传统文化和法律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引

导更多法律人从传统法文化中寻找文化自信，保持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方式，发挥自身所

学，为社会所用，进而发挥法律的社会服务功能。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作为一种信仰，全社会公民应保持敬仰，在汲取传统文化的精

华中增强文化自信，将法治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培育法治

信仰的重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应有之义，是提

升公民法治信仰的有效途径。

法治精神需要社会文化的载体，审视传统，在看到法治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促进作用的

同时，也应该重视传统法律文化与时代的结合，促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自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就“法治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批示和重要讲话，最为核心的是指

明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路径、确立了新方针、规定了新方法，为我国新时期法治中国建设和

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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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人民为中心，着眼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以人民为中心一直是我们党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我们国家始终坚持的价值追

求。在近期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公报与建议中，“人民”一词高频出现，彰显了党和

国家对群众生活的热烈关切与重视态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我们又作出了

一系列重要部署，为今后一定时期的社会建设与民生工作指明了方向。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1
回眸精彩纷呈的十三五时期，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得

到了极大的满足。全国百万人口实现脱贫，社会保障体系规模之大成为世界之首、围绕以人

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养老、社保、医疗卫生等问题的民生建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而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也将“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目标之一，同时提出了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方面的远景目标：
2
“人民

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一）心系民生，回应百姓期待

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3
的治国理政理念到小康社会、大同社会

的努力建设，无一不体现出中国人民对于共同富裕的热切期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一直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政策导向与所追求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下，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在实践中得到了生动地体现。

早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就已提出了民生保障制度，其中的建立解决相对贫穷

的长效机制，对于改善我国现有的扶贫工作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从精准扶贫、易地搬迁、产

业扶贫等多项帮扶举措，这张民生保障的大网逐步被我们党和政府织密织劳。就从湖南省近

五年提交的民生答卷来看，每一笔都彰显着关于民生福祉的出色规划。在脱贫方面，已有

50 多个贫困县摘帽，不合理的分配格局被逐步打破，城乡建设联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衔接，改革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二）以良法促善治，开启社会治理新时代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典则是重中之重。
4
民法典作为民事范围的人权保障书，来自对

生活的关注，对于私权的关照。近年来，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高空抛物、公民隐私泄露、高

1 出自《淮南子·氾论训》。意为治理国家有不变的法则，但最根本的是让人民获利。

2
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

3
语出《论语 季氏》。

4
2014 年在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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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抛物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引发社会争议。民法典此次编纂到年初实施，针对这些群众切身利

益，通过对民事权利的实体保护，维护个人的权益。小事大事都能从民法典中找到答案，提

供给群众完备的法律依据。民法典的颁布，创新了社会治理的模式，为解决新的社会治理难

题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案，体现国家对个人成长与发展的终极关怀。相信，伴随着民法典及有

关草案的全面应用，我国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水平也会得到提升。

（三）创新驱动推进民生建设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是在分析国内外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改善民生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传统发展模式，必须充

分贯彻新发展理念于民生建设工作中，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实

现民生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这不仅对于推动我国民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构建国内

国际互促的新发展格局。

在今后及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我国发展的战略期有了新变化，也会面临新的挑战。新一

轮产业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竞争，必然会反映到民生领域方面，对于民生建设产生一定的影

响。就我国内部而言，虽然在“十三五”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显著的历史成就，人

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我国也已从高速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但与此同时，我国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突出，城乡区域间发展的差距仍然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难

题。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与把握民生发展规律，调整完善民生工作，使其充分适应我国发

展环境的新变化，用创新思维准确应变、以创新驱动民生建设新诉求，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中突破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改革民生没有终点，民生建设一直在路上。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全面贯彻以习近平总书

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上下协调贯通，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充分有效落实。扎实推进

每一步，确保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十四五”规划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发展目标如期实现，这是我们所要积极奋斗的方向。

三、砥砺初心，奋进新征程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展望。
5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

来，一直艰苦奋斗，70 年披荆斩棘，70 年风雨兼程。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坚定信念，砥砺前

行，创造了一项又一项显著成就，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业事取得新成效。同

时，广大党员干部为全国人民起到了良好的榜样与模范带头作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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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肩负使命感与责任感，本身就有一腔热血，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这是义无反顾勇往直

前的坚定逆行，是大战中的光。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经历了一个格外漫长的寒冬，我国的两会如期召

开。从磨难中奋起，于逆境中前行，这是中国的力量。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风险与挑战。不惧风险，执着追梦，才是青春的活力与魅力。

勇敢挑起时代的重担，去迎接自己的际遇与机缘。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

卷人。作为新时代青年，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们应当肩负起时代的重任，紧跟时代潮流，坚

定政治信念，坚持“知行合一”，不断提高自身本领，磨练意志，让青春永远在正确的道路

上行进。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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