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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党课 

哈尔滨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 陈永昕 

2023 年 5月 17日 

 

同志们： 

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根据党中央及省市委的工作部署，按校党委

的工作安排，今天我为大家讲一堂党课。 

讲党课是对党员进行经常性教育的基本形式，是落实"

三会一课"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强化党员党性观念和基本素

质的经常性措施。领导干部和党支部书记讲党课，是党的优

良传统，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员教育的有效途径。在"主题教育

"期间开展讲党课活动是此次学习教育的规定动作之一。 

党课的题目是：在开展主题教育中提高政治能力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主题教育，要

在推动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上

下功夫，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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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能力即“政治三力”是对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的统称，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必须牢牢掌握的核心能力。在党员干部的所有能力中，政治

能力是第一位的（2018年 1 月 5日，习近平在研讨班上的讲

话） 。 

一、深刻领悟“政治三力”的科学内涵 

政治判断是提纲挈领的基本前提，是党员、干部讲政治

的起点；政治判断力，就是站在政治高度上看问题，能够科

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

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政治领悟是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

是党员、干部讲政治的关键节点；政治领悟力，就是能够对

党中央精神学深悟透并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能力。

政治执行是贯彻落实的最终归宿，是党员、干部讲政治的落

脚点；政治执行力，就是百分之百、全心全意地贯彻落实好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能力，即对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对党

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对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二、充分认识提高“政治三力”的时代意义 

提高“政治三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不断

提高“政治三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讲政治的具象化要求，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凝结着中国共产

党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

新境界。 

提高“政治三力”是在伟大斗争中不断赢得伟大胜利的

能力保障。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以“答卷人”的姿态踏上风



 3 

险交加的赶考新征程。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是全过程的、长

期性的、随机应变的。要想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只有

实现“自身硬”与“本领强”，才能在惊涛骇浪袭来时做到

“风雨不动安如山”、“乱云飞渡仍从容”。不断提高“政

治三力”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统筹“两个大局”和从容应对

各种风险考验的战略准备，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

质量发展、不断赢得伟大胜利的能力保障。 

三、提高“政治三力”的要求 

（一）提高判断力 

政治上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

被动。对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如果不从政治上进行分析和

判断，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无法从根

本上分析和解决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我们提升政治判断力的伟大指南，只有学好这一思想，才

能善于在一般性问题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

盾关系中把握政治规律;才能真正做到时刻与党中央保持思

想一致、步调一致，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是非分明，

在干事创业时心中有光芒、脚下有力量。 

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

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

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

风险挑战的能力（2020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习近平主持

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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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安全关乎党和国家安危，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以国

家政治安全为大，要求各级党员干部把维护以政权安全、制

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作为根本任务，作为判断一切

政治现象的标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以人民为重，要求领

导干部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

不答应作为判断一切政治现象、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方向

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本，要求领导干部有方向感，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

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了正确方向感，判断、抉择才不会

错。 

政治判断力的基本要求（要具有的能力）。一是善于思

考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

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二是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

不能就事论事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

意识不强、政治立场不稳、政治能力不足、政治行为不端等

突出政治问题。三是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

端倪。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必须有预见，没

有预见就没有一切。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的敏感因素、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误思潮、模糊认识、

不良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 

（二）增强领悟力 

提高政治领悟力，必须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不能浮于表面学、浅尝辄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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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做到紧密联系具体工作实际进行思

考、领会和体悟，让这一思想真正成为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

武装。在学到不太理解的内容时，一定要勤于请教、反复研

读，做到学有所思、思有所悟，融会贯通、触类旁通。要在

深入领会主题教育的基础上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重

要场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自己的职责定位，弄清

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该怎么干，做到学有所得、学有

所获，学出坚定信仰、学出使命担当。 

政治领悟力是政治实践的重要先导。把握提高政治领悟

力，需要多管齐下。 

一是学深悟透。提高政治领悟力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

学习、融会贯通。重点在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努力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

知其所以然，在深层次上领悟其思想精髓。吃透决策指示意

图，学习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判断、

重大举措，防止片面化、简单化。 

二是化理论为方法。提高政治领悟力必须既学习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内容，又要准确理解

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既吃透党中央精

神，又能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当今世界

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党员干部政治领悟力强不

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化理论为方法。领悟不是生搬

硬套，而是灵活把握。用党中央精神指导、推动工作，既要

吃透“上头”，也要吃透“下头”，结合各部门实际，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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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实现党中央精神到我校实际工作

的有效转化。 

三是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政治领悟力，就是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

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

维护的立场。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就需

要把得牢守得住党和国家重大原则、重大立场和重大利益；

就需要看得清辨得明大势、大局和大事。心系国之大者，要

求党员干部有大格局、大担当、大作为，明确自己的职责定

位，自觉站在党和国家的战略全局、政治大局上想问题、作

决策、办事情。 

（三）提升执行力 

提升政治执行力，就是要在新的起点上坚决落实新的战

略部署，认真开展好、学习好主题教育，始终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自觉同党中央精神对标对表。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教育作为自己的政治责任，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

善于运用这一思想直面工作中的困难，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不忘初心使命，敢于善于斗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扎

实行动把这一思想学习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要有政治执行的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执行力，要把底线

思维贯穿工作始终。在工作中、在执行党中央精神的过程中，

树立明确的底线意识，决不能触碰、践踏和逾越事关道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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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战略全局、前途命运以及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界限。还

要把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

为工作的第一要务。 

要有政治执行的责任担当。提高政治执行力，必然要求

强化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进取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

履责于行。在工作执行中，切实把各方面的责任担起来，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问题

面前，敢于表态敢于亮剑，做战士不做绅士。敢于直面问题，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敢于承担责任，特别要

警惕把问题矛盾上交给上面或推给下面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四、主题教育中提高“政治三力”的路径 

学习是明理悟道、增强本领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

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我们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用好“善于

学习”这个传家宝，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的准度、政治领悟

力的深度、政治执行力的效度。 

在学习内容上，既要着眼整体融会贯通，又要把握精髓

学深悟透。一方面，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全面把握“十个明确”、“十四个坚

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科学内涵与严密逻辑。要在整

个科学体系中，充分认识各领域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准确把握各方面工作的具体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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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只有修炼好看家本领，学会用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这个“大局望远镜”去扩宽眼界、观察时代，

用“问题显微镜”去分析矛盾、把握时代，用“前路导航仪”

去寻找出路、引领时代，才能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

平，锻造出准确的政治判断力、正确的政治领悟力、明确的

政治执行力。 

在学习方式上，既要注重文本，坚持读原著学原文；又

要亲身实践，大兴调查研究。一方面，要摆正“旧书不厌百

回读”的心态，在读原著学原文中逐句体会、逐段领悟、逐

篇吃透，切忌“走马观花”、克服“蜻蜓点水”、避免“浅

尝辄止”，在熟读深思中体会哲理的深邃，在常学常新中品

尝真理的香甜。另一方面，要按照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

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积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理论与实践

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增强“政治三力”。 

提高政治“三力”的过程，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过程，是

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的过程。唯有如

此，我们才能在学校的发展中开好“顶风船”，打好“主动

仗”，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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