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时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前往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调研指导自然资源厅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他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在开展主题教育中要注意抓“四个

到位”：一是抓思想认识到位，把学习贯穿始终，不断深化对主题教育重大意义

的认识，深化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认识，深化对党面临的风险考验的认识。学习

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急于求成，每次都要有新进步、新体会，日积月累。要结

合实际加强学习，加深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领悟，加深对党中央对内蒙古战

略定位的领悟，加深对自身职责的领悟。二是抓检视问题到位，深入调查研究，

把问题找到找准，把根源挖深，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三是抓整改落实到位，

对症下药，该完善的体制机制要完善起来，该堵塞的漏洞要堵塞好，该批评的要

认真批评，该处理的要严肃处理。要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为衡量标准，发现问

题立行立改，不能拖延，不能虚与应付。四是抓组织领导到位，主要领导同志要

带头学习、带头调查研究、带头检视问题、带头整改落实，发挥表率作用。要同

党中央安排部署对表对标，同时要结合实际，丰富方式方法。党内法规不少，主

要问题在于执行不力，有的是缺乏执行能力，有的是缺乏执行底气。要强化法规

制度执行，不能打折扣。

习近平强调，在主题教育中要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这

个总要求，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起来，努力取得实

实在在成效。要加强督促指导，做得好的要及时表扬，开展不力的要及时批评提

醒，出现偏差的要及时纠正。

7 月 16 日，中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深入一线调研指

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员活动室，墙上展示着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主题教育的安排部署和具体步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教育不仅仅是个开始，而是要贯穿始终，通过学习不

断深化认识、加深领悟。”



长条桌上，摆放着一排相关学习材料和党组织活动记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主要看实效，文件关键在执行。要强化法规制度执行，不能打折扣，防止文

件发了之后，却都挂在墙上、堆在档案柜里。”

务实之风扑面来。主题教育的指向十分明晰，就是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 70 个年头。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指出，“在这个时刻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正当其时。”

第一批主题教育开展一个多月了，各地区各部门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成

效？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在调研过程中，他着重谈了几个关键问题。

1、开展主题教育的必要性在哪里？

今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江西赣州革命老区考察调研时就强调，“主题

教育就是要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就是要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时候宣示下一个

70 年，重整行装再出发。”

翻开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是一部我们党坚守初心和使命的生动教材。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敌人的屠刀，为什么革命烈士能够表现出‘头可断、血可

流、气节不可改、主义不可丢’的硬骨头精神？就是因为他们心中铭记着党的性

质和宗旨，铭记着党的初心和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仍有大量的各种考验，有时甚至会有生死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经受住考验，这是

需要我们不断用行动回答的一个严肃问题。”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心怀忧患，清醒而坚定。“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面临很多问题。”16 日下午，在听取自治区工

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背离了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

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如果缺少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的勇气和能力，我们党就将陷入危险境地，做不到永远立于不败之

地、永葆青春。”



从延安整风运动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记载着我们党不断进

行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关键时期，“船到中流浪

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更需我们党“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

的想法。”“自成立以来，我们党不断地进行这样的自我革命，今天我们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党的自我革命。这样

的党内集中教育今后还经常地进行。”

“它就是一种清扫整理，就像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一样。”总书记很形象地

打个比喻，“我们每天都要刷牙洗脸，打扫卫生，洗盘洗碗洗衣服，党的建设也

要做这些事情。灰尘多了，就要吸吸尘；牙齿不洁净，就要刷刷牙；身体不健康

了，就要治治病。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缺什么就要补什么，有的放矢，

实事求是，不讳病、不忌医。”

从只有 50 多位党员到 9000 多万党员，9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世界

最大的执政党，在风云变幻的百年史册上铸就了不朽传奇。历史如灯塔，指引人

们前行。这些年，到西柏坡重走“进京赶考”之路，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上海中

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重温入党誓词，到江西赣州革命老区追寻中央红军长征的

足迹……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深入思索：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一次次绝境重

生？为什么能够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为什么能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

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因为我们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是一个

立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是一个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

而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党”，“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

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2、怎么才能破解“学归学做归做”？

“共产党人要么不说，说了就要做到。”这是铮铮誓言，也是底气和实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每一次集中性党内教育，抓落实都是关键。这次主题

教育也不例外。

在 5月 31 日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奔着问题去，要把“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改。

“不能学归学、说归说、做归做”，这句话，他在此次内蒙古调研指导期间

多次予以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在知行合一，要

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能否知行合一，折射的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作

风和政绩观；知行脱节，背后必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祟。这次主题教育把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

在自然资源厅，习近平总书记一席话振聋发聩：“形式主义害死人！现在，

有的同志学习做样子、走过场，搞虚把式，有的甚至从网上购买现成的手抄本、

学习日记，拿来后一复印就成了自己的心得。”“学习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急于

求成，每次都有一些新进步，每次都有一些心得体会，每次都有一些领悟，日积

月累，效果就出来了，领悟就越来越深。”

“要实实在在，不要忽悠作假；要学以致用，不要学用脱节。要落实到具体

工作中，落实到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人民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上。一次能

解决几件，也很好。不能企望通过一两次教育活动，就可以宣布大功告成。‘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话是永远的进行时。”

处理好知和行、说和做、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

全部历程。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写于上世纪 30 年代，副标题就是“论认识

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篇伟大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在中国革命实践运用的深刻总结，至今仍是我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

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说”和“做”的辩证关系，提

出了许多广为传颂的金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要

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



如何做到知行合一？首先在知、在悟。在自然资源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内蒙古是个聚宝盆，集大草原、大森林、大沙漠、大矿产于一体，资源丰富多样，

很多资源储量位居全国前列。同时，内蒙古又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内蒙古要结合实际，加强学习，加深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领悟，加深对党中

央对内蒙古战略定位的领悟，加深对自身职责的领悟。

做到知行合一，就要真刀真枪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主题教育，

要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作为衡量标准，即知即改、立行立改，不能拖延，不能

虚与应付。针对内蒙古提出重点整治 12 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就要真刀真枪、动真碰硬，就要盯住不放、一抓到底，不能装样子、打太

极，防止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纸上整改。”

3、有没有把人民放在心里？

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始终紧扣“人民”二字。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

自治区工作汇报时强调，“牢记初心和使命，必须坚持一心为民。”

追寻总书记这些年考察调研的足迹，从塞北高原到乌蒙山区，从秦岭腹地到

湘西大山，从南疆绿洲到林海雪原，从城市社区到革命老区，他走遍了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入了许许多多贫困家庭。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进村入户，

访贫问苦，看看群众锅里煮的，摸摸床上盖的，嘘寒问暖，体贴入微。面对基层

群众，他总是谦逊地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内蒙古之行，群众生产生活依然是总书记心中最大的牵挂。在社区，他仔细

了解群众办事方便不方便、生活设施健全不健全、文化娱乐有没有；在林场，他

和护林员聊工资收入、孩子就业、住房改善情况；在乡村，他深入农户家，看锅

炉改造、厕所革命、污水和垃圾处置，看群众实际生活条件怎么样……老百姓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总书记心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15 日，赤峰林场深处一户农家院，习近平总书记同当地基层干部群众代表

座谈。来自四邻八乡的干部群众争相给总书记讲新面貌、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



听了十分欣慰，还不断追问，乡亲们还有什么困难？村里还有多少贫困户？什么

时候能脱贫？

16 日，在自治区工作汇报会上，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提到“内蒙古计划今

年减贫 14 万人以上，20 个国贫旗县全部退出贫困序列”，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地

问，自治区的国家级贫困旗县还剩下几个？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如期脱贫摘帽？

距离实现全面小康的任务目标，还有 500 多天。目前，全国脱贫攻坚任务还

相当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庄严承诺。共产党说到就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总书记放

眼长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我们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把城乡困难群众纳入低保，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

做到的事情。但是也要看到，‘两不愁三保障’解决了，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而

且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还比较突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我们要继续往

前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归根结底是为了造福人民。总书记

指出：“要认真梳理梳理，看看我们有没有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有没有私心和

杂念，有没有背离党的性质宗旨。”针对内蒙古“开门纳谏”，通过媒体“整改进

行时”向社会公布主题教育进展，让群众评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党执

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心是最大的

政治。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

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

危冷暖放在心上，时刻把群众的困难和诉求记在心里，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说一千道一万，可以概括为

一句话，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做

好了这件事，中国共产党就能长期执政，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人民就能不断

地迈向更好生活，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