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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 

心得体会 
 

宣传统战部                                     2021年 3月 24日 
 

学习主题   ──由两会看民主政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力”

要求 

心得分享   党委副书记（郭建忠） 

 

由两会看民主政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力”要求 

——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党委副书记 郭建忠 

承前启后的全国两会，向世人呈现了生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场

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从两会就可以触摸中国式民主的脉搏，感受中国式民主

的魅力，读懂中国式民主的真谛。 

一、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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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确定了未来 5 年乃至 15 年中国

发展的行动蓝图，成为开启新征程的行动纲领。 

从五中全会到全国两会，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把握规划

纲要的来龙去脉，更能明白其背后的分量与意义。 

从广泛吸收各方意见，起草编制规划纲要，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

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到规划纲要草案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审查，会议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为更好实施规划纲要奠定坚实基础。

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到 2021 年全国两会，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

为国家意志。历经“千锤百炼”而诞生的规划纲要，凝聚着全党全社会的智

慧，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盼，汇聚起发展正能量。这一过程，告诉人们中

国式民主的实践逻辑、独特优势和生机活力。 

——为编制好“十四五”规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和谋划，坚持顶

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结合，多次赴地方考察调研，主持召开 7 场专题座谈

会，并推动首次以互联网方式征求意见建议。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累

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 101.8 万条。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四到团组，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和

建议，同代表委员坦诚交流、共商国是。总书记就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

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等作出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新部署，进一

步深化了“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考和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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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上，代表委员认真审查讨论规划纲要草案。吸收各方面意见

和建议，规划纲要草案作 55 处修改。 

从酝酿到出台，这一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过程，向人们

生动诠释了“全过程民主”的要义。从党的建议到人民的纲要，这一中国式

民主的实践过程，集中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本质、特质、品质的真实写照。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一个五年接一个五年，如此坚持不懈地一

步一个脚印编制、落实计划。五年规划实施取得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成绩，

这被认为是中国奇迹的一部分。很多外国学者对我国的五年规划很感兴趣，

把五年规划看成是中国之治的密码。“不少国家因政党轮替而频繁出现短

视政治，上台之后彻底推翻前任政府的政策，把失败甩给前任。” 

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

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两会期间，代表委员提出的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补齐农村养老短板、

破解大城市住房难、为空巢老人提供更多救助保障……建议提案频频冲上

热搜榜、刷屏“朋友圈”，社会反响强烈。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主要指标设置上，民生福祉类指标数量最多，覆

盖了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是历次五年规划中最高的。“人民至上”体现在中国式民主实践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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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代表委员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急

难愁盼”问题带到两会，让“百姓盼的”与“党和政府干的”高度契合，把 14

亿人的所思所盼融入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更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一民主实践过程，正是人

民当家作主的生动注解。 

法国学者米歇尔·阿列塔指出，经济和政治行为是否民主，应从其是

否有利于人民福祉来判断，“中国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就是民主”。 

数据显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占到了 15.7%，

比上一届提高了 2.28 个百分点；全国政协十三届委员中，非中共委员占

60.2%，56 个民族都有人选。代表 14 亿中国人民参政议政的代表委员，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很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愿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就在于它深

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具有深厚的人民根基、鲜明的人民底色。 

三、“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今年的两会会场上，代表委员们聚焦热点，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

共提出议案 473件、建议等约 9000件、提案 5913件……浓厚的民主氛围，

扎实的履职成果，彰显中国式民主的成色与特色。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

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两会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协商民主，

实现了民意的汇总、民智的汇集、民力的汇聚，找到了思想的共同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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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交汇点、解决问题的切入点。这一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

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 

中国式民主杜绝了不同政治力量排斥异己、相互倾轧的恶性竞争，形

成了最大公约数和统一意志，激发出同心同德、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 

四、中国式民主为什么能干事、干好事、干成事 

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00 万亿元，5575 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城

镇新增就业超过 6000 万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展现了“十三五”时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再次印证了中国政治制度是一套有效

保证能干事、干好事、干成事的政治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

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中国式民主最宝贵的品质，正在于“行

得通、很管用”，实实在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惠及 14 亿中国人民。 

——因为中国式民主能确保进行符合发展规律、着眼长远的科学决策，

防止短期行为，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保持国家长期稳

定发展。正如外国媒体所感慨的：当一些国家还在为谁当总统打的不可开

交之时，中国已敲定未来 15 年发展规划。 

——因为中国式民主植根人民、造福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能够最大限度凝聚民心民力，充分调动

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发展蓝图变成现实。 

——因为中国式民主注重加强依法监督、民主监督，推动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摒弃“假大空”、不开“空头支票”，凸显力求实效、说到做到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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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气质。去年，全国人大十三届三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 9180 件建议，

交由 194 家承办单位办理并答复；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以来，政协委

员提出提案 5974 件，立案 5044 件，办复率为 99.64%。有督办、有回音、

有落实，有力推动了一批群众关心、社会关注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从“一五”到“十四五”，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

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之治”一条成功的经验

——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

民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一名外国

专家长期观察中国后这样评价：“良好的制度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进步，激

发了人民的创造活力，成就了中国的繁荣。” 

五、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

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

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辛探索，走出了一

条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让民主从价值理念转变为

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和治理机制，贯穿于国家治理全过程，体现在经

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初心不改，行者无疆。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随着全国两会胜利闭幕，奋进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国式民主的

探索与实践也必将书写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