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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强调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要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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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最近在新进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
十六大精神研讨班结业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一
定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尤其要学在前面、用在前面，不仅要做持久
学、深入学的表率，而且要成为学以致用、用有所成的模范，成为勇于探索、善于思考、敢于实践的模
范。 

胡锦涛指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是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的。我们
既要通过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推动十六大精神的落实，又要通过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来加
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领会。 

胡锦涛对如何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强调，学习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必须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紧密
结合起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更好地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必须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
展，不断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始终做到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必须紧紧围绕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努力掌
握观察事物、判断形势、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根
本，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把握方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他强调，“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典范，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最现实、最生动的教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的理论。我们在学习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也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努力把握实质，领会精髓，指导实践，不
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能力。 

胡锦涛指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抓好
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道路上存在的
问题，努力做到奋发有为、大有作为。抓发展、促发展，要把坚持发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坚持科学
务实的态度统一起来，既发挥主观能动性，满怀信心、奋发有为，又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力戒浮夸急躁、急功近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中，我们既要大力促进物
质文明建设，也要大力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互协调。 

胡锦涛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既是指导党和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也是
指导共产党人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必须努力在改
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
成效推进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推
进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对领导
干部来说，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解决
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真正形成并永远坚守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和革命品质，特别是要解决
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
好。关键是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正确看待和运
用手中的权力，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
造福于人民，绝不以权谋私。做到情为民所系，就必须坚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
冷暖挂在心上，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绝不脱离群众。利为民所
谋，就必须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立志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绝不与民争
利。必须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深扎根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中，全面落实在全党同志特
别是领导干部的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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