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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关
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
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深刻领会为什么要走
中国式的民主道路，如何推动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各国的历史文化不同、现实国情不同，民
主的形式选择必然不同。照搬照抄其他
国家的民主模式，必然导致水土不服、弊
病丛生，甚至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
民流离失所。

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至关重要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
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
模式。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
的民主，才能不断发展完善，才最可靠也
最管用。中国不寻求输出中国的“民主模
式”，也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改变
中国的制度模式。中国坚定支持各国自
主选择本国的民主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
力以“民主”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始终立足人口多、基础弱、底子
薄的基本国情，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
务，以民主促进国家发展、在国家发展基
础上推进民主，不离开发展空谈民主；始
终传承5000年中华文明，注重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始终准确
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紧密结合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推进民主，积极稳妥、稳中
求进，不好高骛远，不急于求成，不犯颠覆
性错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每解决一个
问题就把民主建设向前推进一步，不断推
动民主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
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
断憧憬、建构、发展人民民主的历史。一
种蓬勃发展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已经具体而现实地变成了造福
14亿多人民的实践。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同志就
明确指出，“没有广大人民的民主，就没有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1840年鸦片战
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那个时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
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
不倦寻找着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

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越来越
认识到，虽然革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
但要建立的新社会、新国家不能是简单的
无产阶级专政，而要联合各革命阶级。在
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
东就有清晰论说，中国要建立的是新民主
主义共和国，它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
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有别于苏
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
国，它应当是中国式的，即：“国体——各
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
制”。后来，中国共产党更是创造性地提
出了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人民共和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8年的
人民民主革命，我们终于建立起了人民民
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提
供了政治前提；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
现了人民的经济平等，为人民民主的实现
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
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
正确方向。人民
民主从一开始就
是我们党追求的

价值目标，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公平正义、
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
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都
是为了扩大人民民主而进行的不懈奋斗。

中国的民主参与越来越广泛、民主
程序越来越制度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日益凸
显。社会主义越是发展，民主程度也应该
越高。中国注重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
的一切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抄照搬别国民
主模式；我们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
的批评，但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
的说教。坚持中国的民主按照中国的特
点、中国的实际来设计和发展，坚定不移
走符合国情的民主发展之路，是中国民主
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
主的伟大创造，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
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
晶。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是团结带领人
民探索、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奋
斗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近代以来党团
结带领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
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
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
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
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
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

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
民主意味着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紧密
结合、相互关联，贯穿了从选举、审议、决
策、管理到监督的全过程。人民不仅参与
投票选举，还参与相关公共事务商议，也
参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又参与经
济社会事务管理，更时刻参与对公共权力
运行的监督。

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在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覆盖国家治理的
各环节，贯通全面深化改革各方面，旨在
保障和实现人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生态等各领域广泛权利，让中国人民真正
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彰显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系统性、广泛
性、整体性和优越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表达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层结构，即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这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的关键之所在。党在我国政治生活
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
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反映到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就是党在政治生活
中居于领导地位。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坚持党的领
导和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依法治国是
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是坚持
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坚强保障。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在地要求依法治国，
实现民主政治运行的法治化。

（来源：中国青年报）

□宋雄伟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适合中国的民主发展道路

“兴”好有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阐释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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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宗 婧 姜洪义）6
月 15日，江苏省第二批 100个红色地名
正式向社会发布，泰州市有9处入选，沙
沟苏中公学旧址名列其中。

苏中公学旧址位于沙沟古镇后大街
东端。1945年 8月 23日，校长夏征农率
领苏中公学校部及 1000多名学员从宝
应西安丰迁至沙沟。苏中公学是苏中军

区培养干部的摇篮，当时沙沟因设立苏
中公学被称为苏北的“乌克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中公学旧址成了民
宅。2017年初，沙沟镇人民政府通过房屋
置换的方式，将苏中公学旧址征用并进行
修复重建。苏中公学旧址展馆共设11个
部分，分别是：政权组织、“苏公”校部旧址、

“苏公”历任领导介绍、“苏公”名人介绍、夏
征农纪念室、学习培训、廉政作风、思想宣
传、拥政爱民、“苏公”在沙沟、红色记忆。
苏中公学旧址已被列为兴化市文物保护
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近年来，沙沟镇依托“苏中公学旧
址”等红色景点，搭建党史学习教育实境
课堂，开辟红色文化主题学习教育体验
线路，打造红色旅游项目，让游客在重温
红色记忆中，重燃奋斗激情，传承红色基
因，接续发展活力，不断加强红色文化的
体验感与传播力。目前，沙沟苏中公学
已接待全国各地旅游团体 320多批次、
旅游人数超35000人次。

苏中公学旧址入选江苏省红色地名

强国复兴有我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通讯员 陈流群 全媒体
记者 冯兆宽）近期，我市部分水域时
有发生非法电鱼、无证捕鱼、违法捕
螺、桥面撒网等非法捕捞行为，给渔
业资源、水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性影响。为保护渔业资源，守护渔业
生态，维护渔民合法权益，6月中旬，
市渔政执法大队联合泰州市渔政执
法支队组织开展兴化渔政执法“亮剑
行动”专项大检查活动。

此次大检查，对昭阳、垛田、戴
南、安丰、中堡等重点乡镇街道的重
点河段，围绕“无证捕捞、桥面撒网、
非法捕螺、涉渔‘三无’船舶”等非法
捕捞行为进行精准打击。活动共分
为陆上检查组和水上检查组，水上检
查组在我市水域重点打击电捕鱼、非
法捕鱼捕螺，涉渔“三无”船舶捕捞等
行为；陆上检查组重点围绕桥面撒
网，对兴化城区阳山大桥、英武大桥、
长安大桥、严家大桥、上官河大桥等
10多处大桥进行依法巡查。

记者了解到，此次“亮剑行动”专
项执法检查活动，执法人员共查获电
捕鱼1起，违规捕捞7起，没收网具18
条，没收涉渔“三无”船舶 1艘。“下一
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渔政执法检查
力度，加大夜间执法检查频次，坚决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将水上执法
和桥面撒网捕捞行为的打击常态化，
以‘零容忍’的态度和‘顶格罚’的标
准严肃查处非法捕捞行为。”市渔政
执法大队负责人说。

“亮剑行动”严厉
查处非法捕捞行为

临城街道南山社区居民蔡马娣是抗
美援朝烈士史仁义的五弟媳。在她家中，
珍藏着三份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证书。蔡
马娣表示，这些证书将永远珍藏，作为教
育后代、传承光荣传统的生动教材。

三份证书，记载着烈士功绩

资料显示，烈士史仁义 1932年 3月
出生，1951年3月参加革命，1953年牺牲
在朝鲜战场。

蔡马娣珍藏的三份证书，分别为《革
命军人牺牲证明书》《讣告信》《中国人民
解放军华东军区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
尽管年代久远，证书已开裂、破损，但上面
的文字内容基本完整。“这是大哥牺牲后，
相关部门发的证书和讣告信，家里人一直
珍藏着，到现在已有69年。”蔡马娣说。

《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上写道：“史
仁义同志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参加革命工
作，在二十四军任战士，不幸于一九五三
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朝鲜前线光荣牺牲。
除由我军奠祭英灵外，特怀哀悼之情敬
报贵家属，并望引荣节哀……其家属得
享受烈属优待为荷。”落款时间为 1953
年 7月 20日，落款单位为中国人民志愿

军司令部、政治部，上面加盖大红中国人
民志愿军政治部印章。《讣告信》是写给
烈士二弟史仁礼的，主要表达部队对烈
士史仁义牺牲的哀悼怀念之情，表达“胜
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决心。《中国人民
解放军华东军区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
是发给烈士史仁义的爷爷的，主要嘱托
家属可按人民政府优待军属条例及其家
庭实际情况享受军属荣誉与优待。

“婆婆在世时，收藏着这些珍贵的证
书、信件。婆婆临去世前，将这些交给了
我们，嘱咐我们好好保管。”蔡马娣说，如
今，丈夫也已去世。这些记载着大哥功
绩的证书，家人将世世代代珍藏。

“这三份证书十分珍贵，是传承红色
基因、教育后人的生动教材。”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优抚科负责人说。

实施慰烈工程，村里建起了烈士墓

在位于临城街道南山社区的阳山公
墓南侧，有一片烈士墓区，属于我市慰烈
工程。这里建有十多座烈士墓，烈士史
仁义之墓位列其中。

烈士史仁义在家排行老大，下有五
个弟弟，目前只有六弟史仁余还健在。

烈士史仁义的五弟史仁宽于去年去世，
也曾是一名军人。史仁宽去世前，做的
最后一件事就是给大哥史仁义建了一个
墓，以便家人世世代代祭奠大哥。

史仁义安葬在朝鲜哪里，一直是家
里人牵挂的问题。“我们知道他牺牲在朝
鲜，但不清楚具体的安葬地。公公婆婆
生前经常念叨，丈夫也时常提起。”蔡马
娣说，6年前，丈夫听说附近的公墓要建
烈士墓区，赶紧向相关部门打报告，申请
为大哥建墓立碑。此后几年，史仁宽每
年都带领家人前去祭扫。

“当年，大哥从村里出发参加革命，
就再也没有回来。如今，在相关部门的
关心帮助下，我们得知了大哥的安葬地
——位于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陵园 10号墓。以后如有机会，我们一定
会去祭扫。”蔡马娣说。

蔡马娣的儿媳刘美华表示，她会用
烈士的事迹教育子女，告诉他们这是家
族的骄傲，勉励他们继承先烈遗志，好好
学习，立志成才，将来做对国家和社会有
用的人。

通讯员 纪 军 张 燕
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

特殊“传家宝”传承先辈荣光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明方）“请问
您有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麻烦将
您的接种信息给我们做一个登记
……”从 6月 18日开始，千垛镇 78名
机关和单位部门干部深入到村庄（社
区）、企业、养殖塘口，带领村干部顶
着炎炎烈日，穿梭在村庄大街小巷和
田埂上，开展以“疫苗接种回头看”为
主题的“敲门行动”。

6月18日，该镇专题召开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推进会，要求各村克服畏
难情绪，主动担当作为，理清台账，进
一步找准目标人群。对前期摸排的
数据进行一次过堂，分类将行动不
便、思想不通、有禁忌症等未接种疫
苗人员排出来开展针对性工作，做到

“应接尽接”。围绕辖区流动人员、两
家敬老院和 11 家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以及居住在偏僻处的老人和原先
排摸时的空关房等，采取“逐门进、逐
人过”的模式，开展一次“敲门行动”，
核实应接种未接种人员，面对面为居
民讲解接种疫苗的重要意义，宣讲新
政策、接种疫苗的好处、流程、接种禁
忌症等信息，跟踪做好接种意愿相对
较低或居家卧床老年人群接种疫苗
的服务，确保在 25日前完成既定的
目标任务。

千垛镇开展新冠
疫苗接种“回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