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六个必须坚持”是对党

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

结，特别是从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成功

实践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具有很强

的现实感和亲和力。坚持人民至

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

坚持胸怀天下，明确写在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中；党的十九大报告阐

述了必须贯彻落实的十四条基本

方略，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人民当家作主，是坚持人民至上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坚

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是坚持系统观念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具体体现；坚持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坚持胸怀天下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而

所有这一切，都始终贯穿着坚持自

强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

导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六个必须坚持”是根据

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

需要概括出来的，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和适用性。进入新时代以来，我

们党以“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为指导，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新征程上，

我们仍然需要运用“六个必须坚

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指导各项

工作。

第三，“六个必须坚持”是具有

内在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构成了

一个具有独到特色的当代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

学体系，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独创

性。

这“六个必须坚持”虽然贯穿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体现在我们党治国理政

的伟大实践中，但明确提炼概括为

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完整哲学

体系，把它们从宝贵经验和基本方

略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这还是第一次。这深刻揭示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色。

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并自觉运用

“六个必须坚持”，既是继续推进理

论创新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六个必须坚持”，作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蕴含着深刻的道

理学理哲理。只有搞清楚其中的

道理学理哲理，才能做到知其言更

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切

实把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运用于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在这里，道理是指论点的根据

和理由、事物的内在规律；学理是

指科学上的原理、法则或依据；哲

理是指哲学的道理或学理；哲学是

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

规律的科学，因此，哲理具有最大

的普遍性和最广的适用性。无论

是道理、学理还是哲理，共同之处

在于一个“理”。所谓学深学透，就

是要悟透“六个必须坚持”所蕴含

的“理”。

坚持人民至上所蕴含的“理”，

在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

真正的英雄，这是为全部人类社会

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也是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力。我们党百年奋斗的成功，在于

奋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

日子，在于得到了千百万人民的拥

护和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

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

源泉；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

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

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

坚持自信自立所蕴含的“理”，

在于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坚定不

移地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

信人民的事业必胜、得道多助失道

寡助；深信掌握了客观规律，按客

观规律办事，就能一往无前；深信

社会进步的发展规律不可抗拒，历

史车轮不可阻挡，“英特纳雄耐尔”

一定能实现；深信从来就没有什么

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必须把

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

基点上，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走

自己的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百年奋斗得

出的历史结论。坚持自信自立，是

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重要原因。

坚持守正创新所蕴含的“理”，

植根于物质世界的客观辩证法和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物质世界的

客观辩证法的能动反映。事物的

发展、社会的进步总是肯定与否定

的统一、发扬和抛弃的统一。守正

创新正是客观辩证法对理论创新

和实际工作的必然要求和必须遵

深刻领会“六个必须坚持”
的道理学理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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