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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百年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刘  臣

（国家开放大学， 北京 100039）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

领性文献，是党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七一”重要讲话发表之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高潮。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阐释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发出了新赶考之路的伟大号

召，对广大青年提出了殷切希望。新时代要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联系工作实际，

久久为功，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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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迎华诞，百年茂风华。2021 年 7 月 1 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视野宏阔，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全面

回顾了 100 年来党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

取得的伟大成就。通篇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

领性文献，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党的重要

理论创新成果，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七一”重要讲

话之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掀起学习的高潮。

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的深远意义

1.“七一”重要讲话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

诞生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意义的认识

1840 年，英国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腐败的

清政府大门，爆发了影响深远的鸦片战争，逼迫清

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

条约》。自鸦片战争起到清政府灭亡，共签订约 220

个不平等条约 [1]，对外赔款折库平银约 12.6亿两 [2]（以

1840 年清政府年收入约 4 000 万两计算，是约 30 年

的收入总和），割让土地约 155 万平方公里。[3]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

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

济开始解体，中华民族深陷灾难。无数仁人志士为

了捍卫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复兴，开始探寻救国救

民的真理与道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三民主义，主

张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指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

国；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认为有用即真理、

真理就是工具；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

社会主义，主张恢复中世纪的基尔特精神和方法，

和平地用行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康有为为代表

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尊孔复古，复辟帝制，对抗新

思想、新文化，阻止新制度的建立。在无数仁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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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苦苦探寻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

王尽美和谭平山等代表纷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他们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

和组织工作，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等。这些早

期活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

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

而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发

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通过学习“七一”重要讲话可知，中国共产党

的产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

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探索的必然结果，历史

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国

家、民族、人民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是历史的必然。

2.“七一”重要讲话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功绩的认识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

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对农

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又称农业合作化运动，从 1951 年 12

月开始，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

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 96.3％。[4]（P286）

从 1953年的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起，到

1956年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数达 91.7％。 [4]（P287）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 1954年采取了“和

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

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三大改造在理论和

实践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农业、商业的社会变

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开放的关键

时期，1992 年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

和上海等地考察，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指出：“改

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

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5]（P372）

他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

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

手段。”[5]（P373）他还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

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5]（P377-378）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改革

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同志在党的

十九大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踏上了新征程，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国

内生产总值（GDP）为例，1952 年，我国 GDP 仅

为 679.1 亿元，到 2020 年，GDP 突破百万亿元，

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通过学习“七一”重要讲话，我们能够更加深

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民族所付出的巨大

牺牲、做出的伟大贡献；能够深刻地理解没有中国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不断增强历史定力，

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志气、

骨气和底气。

3.“七一”重要讲话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和根本要求的认识

“七一”重要讲话提出了九个必须，这是习

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

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

验，全面阐述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的

方针原则和根本要求，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过

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获得成功

的根本所在。

通过学习“七一”重要讲话，我们能够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凝结

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心血和智慧，是

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重大问题的理论

成果，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政治财富。

4.“七一”重要讲话加深了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重大意义的认识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一个标志性指标。2012 年 12 月 29 日至 30 日，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进村

入户看真贫，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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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顶风雪、冒酷寒、踏泥泞，

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先后调研指导 20 多个贫困村；从 2015

年到 2020 年，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阶段性重点

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召开 7 个专题会议系统部

署、压茬推进；8 年多来，全国牺牲在脱贫攻坚战

场上的扶贫干部 1 500 多人。

2021 年 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

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

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

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 899 万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贫困村全部出列。从而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在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的铮铮誓言，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通过学习“七一”重要讲话，我们能够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奋力夺取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的历程之艰辛、成就之巨大、

影响之深远；能够深化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二、取得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巨大成就

1. 一个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代表党

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

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

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

产党的伟大光荣！”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自

党成立以来，就为这一目标不懈努力。1954 年，

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即工

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1987 年，

党的十三大提出，到 20 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

康水平；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人民生活总

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要向全面建设小康水平的

目标迈进；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2012 年，党的

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新部署；2017 年，党的十九

大确定了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并对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作了两步走的战略性安

排；2020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21 年 7 月 1 日，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在中华大

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开篇庄严宣告，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兑现了向人民、向历史许下的铮

铮诺言，标志着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

了一大步，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又

一次完成了一个大跨越，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一个飞跃——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

“七一”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敢于

奋斗、勇于牺牲，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了伟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普查显示，从中国共产党成

立起，全国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仁人志士

共有 2 100 万。另据国家民政部门和组织部门统计，

从党的成立到新中国成立，有姓名可查的牺牲的革

命者达 370 多万。巨大的牺牲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

本社会条件。

从 1956 年到 1966 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

大规模建设的时期。虽经历了严重挫折，但仍然

取得了巨大成就。以 1957 年为基期，从 1958 年到

1965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59.9%，其中农业总

产值增长 9.9%，工业总产值增长 98.1%。工业主要

产品中，钢增长 1.3 倍，达到 1 223 万吨；原煤增长

77%，达到 2.32 亿吨；发电量增长 2.5 倍，达到 676

亿度；原油增长 6.75 倍，达到 1 131 万吨”[4]（P358）。

十年间，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

度基础。

刘  臣：百年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



4 第 26 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

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

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截至 2020 年，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党带领人民创造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绩，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

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

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

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形成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

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3. 一个精神——伟大建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讲道：“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

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

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伟大建党精神孕育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

等一系列革命精神；孕育了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

精神、雷锋精神、特区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

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一系列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精神，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激励一

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

伟大建党精神标示了党的革命精神的源头，是

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

的全面总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砥砺前行

的精神动力。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

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永远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4. 一条道路——党的成功之道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

这样，经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但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从来没有被吓倒。100 年来，党为什么能

够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揭示了

答案，即坚持“九个必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

坚强领导、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

而奋斗、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

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加强中华

儿女大团结、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九个必须”源于党百年的奋斗历程，科学回

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价值追求、理

论指导、战略支撑和外部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

能继续成功的深刻道理，为当今世界现代化提供了

中国经验、中国模式。

三、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赶考之路的伟大号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向全体党

员发出了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

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

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

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

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这更大的光荣是什么呢？即在新中国成立百年

之际，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了过去我

们为什么能够成功？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强调的“九个必须”。现在要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

继续成功？这就要把“九个必须”转换成“九个伟

大”，即坚持党的伟大领导、依靠人民的伟大力量、

创新党的伟大理论、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

伟大军队、开展伟大外交、进行伟大斗争、加强伟

大团结、实施伟大工程，这是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学习“九个必须”，既强调全面领会、系统掌握，

又要深入把握其中所蕴含的重要关键点、创新点。

1.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两个结合”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内涵要求，把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

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100年来，党在坚持“两

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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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典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

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境界。例如，

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矛盾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

合，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作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依据，从而阐明了

我国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

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

哪有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形成了一系列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例如，将马克思主义自

然观与中国的天人合一学说相结合，提出了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的重大论断；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

观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结合，作出了“人民就

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重要论断。这些新论断、

新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坚持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强调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这是对社会民主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

党的根基在人民，全过程人民民主着眼于提升

民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参与人民民主实践的主体

越广泛，党的群众基础就会更巩固，人民当家作主

的地位就会更稳定；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民主选

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

机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内涵，能够

协调增进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

各方面权利，保障人民能够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方方面面。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覆盖

的广泛性、过程的完整性、内容的全面性，彰显了人

民民主的显著优势，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3.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

东就提出了“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

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

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改革开放新时期，总设计

师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

式的四个现代化”，并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战

略，确立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划；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揽“四个伟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作出战略性安排，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础上，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

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

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

这里说的实际包含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

方向，要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战

略战术、政策举措、工作部署中得到体现，推动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之努力。

4. 携手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世界并不安宁，天下远未太平。人类终将走向

何处？天下如何“大同”？面对这一时代之问，习

近平总书记给出了唯一答案，即“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和平、和睦、和谐是

中华民族 5 000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

因。”“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

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些论述反映了党的对外交往理念，

体现了党“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5.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

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百年历程，为何总能转危为机？百年历史，斗

争的姿态从未改变。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也有来自自然界的；

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黑天鹅”“灰犀牛”

还会不期而至。要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

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坚决

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不断取得斗争新胜利，不

断打开事业新局面。

刘  臣：百年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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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的殷切希望

我们党自成立那天起，就高度重视青年、关心

青年的成长。“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

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

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

们身上。”1957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对中国青年

留学生的寄语，令几代中国人引发了强烈共鸣，产

生了深远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注

青年发展的重要性。2013 年 5 月 4 日，在同各界

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

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

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2016 年，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提出，全党要关

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2017 年，在党的

十九大上，号召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

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2019 年，在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要热爱伟大祖国、要担

当时代责任、要勇于砥砺奋斗、要练就过硬本领、

要锤炼品德修为；2021 年 4 月，在清华大学考察

时指出，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

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习近平总书记

为我们青年一代的成长指明了方向，每一位有志青

年都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与大家共勉！

五、结语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深刻内涵，解读蕴含

的新思想新观点，全面领会，深度把握，联系社会

实际、联系工作、联系生活和学习，久久为功。习

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为开放大学的未来

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建设开放大学的新征程上，广

大党员干部要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推动开放大

学的转型升级、推动终身教育的持续发展，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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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Declaration of the Centennial Great Party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Lear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July 1st” Important Speech

LIU Chen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t speech deliver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 the 10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Chi-
na’s Communist Party is a programmatic doctrine document of Marxism an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Party. 
After the “July 1st” important speech was delivered, the country quickly set off a learning climax.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
ping’s “July 1st” speech has explaine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and has issued a great call for the new way to take the examination, which has put forward ardent hopes for the vast 
number of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July 
1st” important speech, link up with the actual work, and work for a long time to create new historical greatness in the new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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