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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利用业余时间在从图书馆带回来的书籍中学习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扶贫

故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重要著作后深受启发和触

动，在这里浅谈几点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提到，

要在自我革新上求突破，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

念，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

最鲜明的品格、最大的优势。新时代，新征程，把党的自我

革命推得更深，干部素质才会提得更高，人民群众幸福感才

会更强，各行各业才能快速运转、高效发展。

一、推行“学习革命”，引领“笃学不倦”的队伍“新

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成。”

新时代国家治理面临更加复杂多元的新问题，要解决新问题

仅仅靠“一招鲜”可不行，需要新思路、新方法。新思路、

新方法从何而来？从理论武装而来，从思维拓展而来。这就

要求广大干部进一步增强学习的意识，端正学习态度，保持



良好的学习习惯，主动来一场“学习的革命”。作为大学生

来讲，在日常学习中，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学习对象，向领导

学习领导艺术和工作本领，向同学学习学习方法和求知意

志，向老师学习授课智慧和朴实教风。另一方面，要拓宽学

习渠道，要善于运用媒体、书本等多种方式学习，积极参加

各种学习培训，不断接受各种新理论、新知识、新观念，不

断提高自己的学习热情，学习劲头，以适应当今快速发展的

时代要求。中国在创新上所谋求的每一个发展新理念，都

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

基础上提出的，这是我们党对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欲完成一件事时，找准机遇、依靠条件、学会利用万物的特

性顺势而为，总比盲目硬碰硬撞来得好。习近平曾引用古语：

“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便

充分表达了此意，即我们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不能总是沿

用“摸着石头过河”的老办法，而是要学会看准事态、依靠

经验去办。

二、开展“工作革命”，练就“精益求精”的队伍“工

匠心”。

在新时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了更深的向往，同时

也对广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精益求精”的劲头对



待工作，用“匠心精神”服务群众，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

信赖。“工匠精神”要求干部把工作做精做细，不应满足于

“过得去”，而应与其“较较真”。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工

作的好与不好直接关系着党的方针政策是否得到落实，关系

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障，这就要求干部对待工作

耐心求细、认真求实。同时，“工匠精神”也要求我们大学

生在学习上要常学常新，不仅能用“老办法”，还能加入“新

思路”。“工匠精神”倡导执着和专注，但并不意味着要墨

守成规。无论是什么岗位、什么工作，什么学习，有了新思

路才有新出路，要从思想、思路方面破题，不断创新工作理

念，提炼学习方式，充实新内容、运用新手段。遇到问题要

想尽办法解决，进行分析研判，找出原因，拿出解决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时候，引用了

这句话。他指出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的，但我们依然要有

继而为之的豪情，把创新这一事业视为我们执着的永恒理

想。习近平曾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我们可见屈原之离骚雄风延续至今。对于有志之士而言，心

中所坚定的真善美从不会动摇，尽管要为之付出九死一生的

代价。而对于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来说，更要拥有如这份豪

情一般的对科研强烈的创新信心和决心。



三、推进“思想革命”，树立“洁己奉公”的队伍“风

向标”。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

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学好了这门

必修课，才能把握好“思想革命”的航向。要在这门课上取

得高分，就要深入学习我党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思想

武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思想认

识，克服和消除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努力做到正本清

源、立根固本。思想的觉醒是决定性的觉醒，不能嘴上喊着

高举新思想，而脑中装的还是旧思维，脚下走的还是老路子，

要做到常学之，深信之，笃行之，让广大干部职工真正从思

想深处来一场大革命。用思想指导行动，让行动来反哺思想，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

实到行动中。体现在工作学习各方面，就是要经常推陈出新，

改作风，换脑子，要敢于接受和尝试新鲜事物，用于突破，

创新思维，才能在各项事业中突出亮点，焕发青春的光芒。

大学生作为祖国大发展、大跨越的储备力量，作为社会主义

新时代建设的后备部队，牢固树立：学什么？怎么学？为谁

学？的问题，端正学风，弘扬正能量。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坚

持和平发展道路、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时引用了这句

话。在他看来，今日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

候都更深入和广泛，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彼此之间的依存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和密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

要相信“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的道理，以开放包

容的胸怀，兼收并蓄地弥合自身与他者的差异与隔阂。习近

平主席在对中东问题的讨论上引用此经典，表达了中国要坚

持光明磊落的作风、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从中东人

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愿和中东人民共同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

伙伴关系。今日之华夏，泱泱之大国。我国在世界性实务上

的参与度与活跃度愈来愈高，逐渐树立起了大国形象。有了

这样的身份和条件，我们更要保持自己的风度和态度，在对

外关系上以大丈夫之风范、公平正义之宗旨，与世界各国人

民一起互利共赢，如此才是“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的国人气节之体现。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相信一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今天我国在进行对外开放合作时，同样

相信包容差异、尊重多样性、兼收并蓄对于我们的益处。面

对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各国之间的冲突问题，我们要站在

世界历史的高度进行审视，坚持文明多样化的态度，尽可能

消除疑虑和隔阂，把这份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发展的活力

和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百姓，他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努力，

他从基层群众中来，带领全国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他注重



家教，弘扬优良家风，他在多次讲话中谈及中国知识分子“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他是劳苦大众的贴

心人，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楷模。在以

后的日常生活中，我要努力加强个人思想政治修养，深入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论著及系列讲话精神，争取悟深

悟透，和现阶段学习有机融合，学以致用，用其思想精髓指

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学习，鞭策自己不断进步，成为一名优秀

的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