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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

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

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

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

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全国各族人民一

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

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

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爱国主义始终是把

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

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

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

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

未来。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

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

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

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

阔的空间。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

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一、中国道路
二、中国精神
三、中国力量



一、中国道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

、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

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

、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

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

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

，决定了今天我国的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特
色道路的文化基础。

2、独特的中国历史命运，注定了中国人民选择走中国
特色的道路。

3、独特的中国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人民选择走中国
特色的道路。

4、国际比较，坚信了中国道路。
5、成功的实践，坚定了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

一、中国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
开放以来的实践已证明，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
幸福安康的唯一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
主义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问题
，这是党和人民从历史命运和现实国情
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一、中国道路



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无论物质上多么富有，

不可能真正自立自强。民无魂不立，国无魂不强。

只有让梦想插上精神的翅膀、闪耀思想的光芒，才

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要用爱国主义精神把

中华民族力量团结起来，凝聚在一起，我们要用改

革创新的精神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

二、中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
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
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
了丰富滋养。”

二、中国精神
1、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凝聚实现中国梦的

强大正能量。



(1)改革是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开放是当代
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当
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二、中国精神
2、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提供实现中国梦

永无止境的精神动力。



(2)创新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根本出路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
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在这
个阶段，要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解决深层
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
要靠科技力量。

二、中国精神
2、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提供实现中国梦

永无止境的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一个

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 。

二、中国精神

3、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的
精神坐标。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一件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
国人共同为之努力。习近平同志在会见第四届
全国道德模范时又强调：我们要弘扬这样艰苦
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一代人要传承，我们下
一代也要弘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4、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成就伟大的中国梦。
二、中国精神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
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
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
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5、胸怀世界，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二、中国精神



一个国家的梦想、一个民族的梦想是千万个个人梦想集
合而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归根到底是每一
个中国人的梦，需要每一个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习近平同
志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
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因此，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凝聚全体
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最终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
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三、中国力量



凝聚共识的关键是凝聚改革共识。在全面深
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对我们需要怎样的改
革作出明确的回答。显然，我们需要的改革不是
“另起炉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要破除
弊端，完善体制机制，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
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

三、中国力量
1、凝聚共识



（1）凝聚共识需要做好顶层设计

（2）凝聚共识需要扣准社会脉搏，求同存异

（3）凝聚共识需要改革取得新突破

（4）凝聚共识需要有大是非观

三、中国力量
1、凝聚共识



凝聚力量关键是解决好民生问题，而
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
前途命运，这还不仅仅是凝聚力量问题。
中国历史有数千年的民本经济传统，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
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
，国家才能安宁，才谈得上凝聚力量办大
事。

三、中国力量
2、 凝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这句话既是历史的总结，
也是历史教训对现实的警示，更是对全党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凝聚中国力量的
政治要求。

三、中国力量
3、力戒空谈、实干兴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