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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尚的精神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面临着精神

懈怠、理想信念动摇、精神推动力不足等问题。目前，大力发展经济，努力夯实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确保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得以持续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不断提升中国共

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和理解水平，激励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积极强化制度在

精神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当前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重要路径和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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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一再强调理想信念对共产党

人安身立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甚至把理想信念看成

是高于一切的( “革命理想高于天”) 。一个执政党是

否能够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尤其是中国共产

党同时还要面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两大考验，关

键是看她的精神状态，是懈怠、保守、侈糜、自私，还是

积极进取、富有创新、节俭守职、无私奉献。从党的新

领导集体的屡屡告诫中不难解读出当前我们的一些

党员干部的精神追求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如何正视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中正在出现的问题，并积极寻

找有效的解决路径，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事关国运兴

衰，事关中国梦尤其是百姓梦能否实现。因此，探讨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既是一个“顶天”的重大理

论问题，又是一个“立地”的重要现实难题。它应当引

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和深度的研讨。

一、高尚的精神追求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所谓精神追求，就是主体在生活实践中根据其

精神需要，有倾向性地选择或创造一定的手段和方

式来满足其需要的过程［1］。因此，任何一种精神追

求都是理想和现实、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它既

反映了主体对当下社会生活环境的认知和理解，又

包含有主体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是现实

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但不同

的人、不同的政党其精神状态和精神追求是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人以时代发展的总体形势以及中国社会

发展的实际状况为背景，积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

经过反复的比较和实践之后，终于选择以马克思主

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作为自己最终的奋斗目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追求。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核心在于

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对实现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与理想、信念、信仰是同义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也是同义语( 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态，

后者是前者的实践态) 。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追求包括坚持真理的勇气、超越自我利益服

务人民的境界和坚信共产主义能够实现的信念，简

言之，这就是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人要有开阔的眼界、
崇高的境界以及高雅的生活情趣［2］。

当前强调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既是我

国社会发展进入全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中

国共产党人教育大众和在精神上引领大众的自觉的

责任担当。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过 90 多年的艰

苦奋斗，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

中国变成了日益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展现出了光明的前景。目前，我国经济总量

已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作为综合国力重要

体现的诸核心要素都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从十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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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虽然只有一字之改，却是一个质的飞

跃，它把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更具体、更生动地呈现

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同时，这也意味着我国物质文

明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而这一物质生活水

平发展的历史性飞跃必然意味着人民群众对精神生

活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强烈，精神追求也会越来越高。
这是因为，人的需要是具有开放性、发展性和递进性

的，当物质性需要得到相对满足之后，必然就会产生

精神性需要，因为精神能赋予物质生活以价值与意

义。在我国，当前人们的消费需求正快速地由生存

型向发展型转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正变

得日益高涨，这也就意味着，精神文化生活对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而言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对于

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习近平在

2013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即“8. 19”讲话) 上

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

说明了; 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

经说明了; 但是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还需要我们继续作出回答。由此，我们不难解

读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精神追求问题的紧迫性和重

大意义。党在革命和建设中都是成功的，并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但当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候，我们

对如何实现对全社会的有效领导和引导，却是缺乏

足够的思想准备的，更谈不上经验的积累。尤其是

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策上就可能出现“一手

软、一手硬”的问题，即重对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满

足而轻对其精神世界的引导。由此，党员干部在生

活上就可能出现重物质享受而轻精神追求的现象，

出现“四风”问题。目前，“四风”问题的普遍存在就

表明了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的精神生活出现了严重

问题，对其进行提升和完善显得迫在眉睫，因为，它

意味着我们党在世界观、价值观等马克思主义信仰

的根本问题上出现了危机。为此，习近平在“8. 19”
讲话中形象地将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并且严肃地指出如果精神上缺钙，就可能导

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和生活上腐

化。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只有

她的精神追求健康了和精神世界强大了，才是真正

的强大，才能使已有的强大保持下去; 反之，如果她

失去了精神追求的动力，精神世界出了大问题，就必

然会走向衰败，即使经济上、政治上一时强大起来，

也难免昙花一现的命运。尤其是在经济文化化、政
治媒介化的今天，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多

维的，即它既包括物质基础，又包括精神基础( 这主

要是因为我党的执政之根是群众基础，而群众的根

本需要包括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两个基本方面) 。
如果党在精神上失去了引领作用同样会丧失群众的

认同，这势必会动摇其执政地位。这也正是目前中

国共产党为何高度重视其精神追求的主要原因。

二、当前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追求所面临的挑战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中郑重指出，当前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

着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 、消极腐败”这

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更
为紧迫。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

求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大体而言，这些挑战主

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过度追求物质享受而导致精神懈怠，从而使
精神追求难以为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取

得了显著的成就，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因此而不

断提高。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过分

重视物质享受而轻视精神追求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

观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涌现，这种世俗的普遍的价值

追求态势构成了强大的社会价值氛围场，作为生活

于其中的共产党人不可能不受其制约和影响。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我们所要反对的“四风”中，其中有

“两风”即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都与上述价值取向

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这种过度偏重于追求物质享受

的价值取向不断地侵蚀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生

活，从而使精神懈怠的危险在党内日益显现，甚至呈

现出滋长蔓延之势。
大体而言，当前党内精神懈怠的危险主要体现

在以下 3 个方面: 一、在思想上，部分党员干部信仰

意识淡薄，不重视理论学习，思想立场不坚定，对马

克思主义信仰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

想持消极态度。二、在工作中，部分党员干部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意识不强，进而工作态度不端正，责任心

缺乏，以至于置群众利益于不顾，从而导致损害群众

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

矿难事故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接连不断、群体性

事件屡屡发生，都是忽视群众利益的典型表现。三、
在生活上，部分党员干部由于过度迷恋物质享受而

放弃信仰和精神追求，从而导致个人生活的腐化堕

落，违规违纪现象频发。理想信念丧失、工作态度不

端正、生活糜烂、利欲熏心、买官卖官、贪婪敛财、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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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公款等现象似乎已成为当前一些官员的鲜明画

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 2012 年十一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披露，2011 年共审结贪污、渎职犯

罪案件 2. 7 万件，判处罪犯 2. 9 万人［3］。如此庞大

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官员的贪腐程度较为严

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查处的一大批官员贪腐的

大案要案中不难发现，放弃精神上的追求而过分重

视物质享受，是这些腐败分子走向犯罪深渊的根源。
2．信仰立场不坚定，在多元价值观的不断冲击

下，原有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
理想信念是人类生活极为重要的精神支柱，共

同的理想和信念更是一种强大的精神聚合力，它能

推动特定的民族和国家沿着一定的方向不断前行。
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种理想信念其实都

是特定阶级和政党的意志和信念的体现，它集中地

反映和体现着特定政党的政治目标和价值取向。中

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信仰，以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这

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也是中

华民族得以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因此，江泽民同

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理想信念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

要紧密结合干部群众在思想认识和工作生活中产生

的问题，突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增进全体人民

的凝聚力。”［4］

当前，随着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渗透

的不断加强，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在我国的影响开始发

酵。针对这些思潮，我国国内各种相关的思想流派、
学说、观点纷纷浮现，甚嚣尘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

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正通过大众传媒广泛地传

播到我国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以至于在我国理论

界出现了多种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

入的思想言论。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

期那种单一而封闭的环境下所产生的理想信念要承

受来自开放环境下的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和考验。
在此背景下，部分党员干部因为理论修养不够以及

意志品格不坚定，从而对自己原有的理想和信念产

生了怀疑，甚至动摇了原有的信仰。有调研表明，

34. 4%的公务员认为可以“选择用民主社会主义理

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5］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追求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为此，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指出:“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

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

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接力赛’中

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6］这就为当前中国共产

党人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
3．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健全，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追求在现有社会条件下缺乏有效的制度性支持
精神追求固然强调精神在实现理想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但精神的塑造工作不是仅仅依靠精神性的

力量就能得以建构和维系的。实践证明，建立科学

而长效的制度是人的精神追求得以持续开展的重要

保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也不例外。就当前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所面临的精神懈怠问题而

言，制度上存在漏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具体

而言，首先，在实践中我们对党员干部的任免、考核

和管理办法还不够健全，从而导致不能从制度上对

那些懒惰松散、不愿吃苦、得过且过、消极应付的党

员干部给予应有的约束和惩治。其次，由于制度性

上的不完善也使得我们对优秀党员干部典型的培养

与宣传力度不够，从而使精神上的正能量在党的生

活中不能及时得以有效传递。第三，由于我国当前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还不

够完善，权力过于集中于“一把手”，而强有力的监

督和制约机制还较为欠缺，这就为部分党员干部的

消极腐败提供了客观条件，等。这些都对党员干部

的精神追求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目前而言，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就需要我们不

断地在制度和体制上下功夫，努力建立制度化、法制

化、程序化、规范化的现代化工作机制，力争为党的

精神追求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当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追求应对挑战的路径

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能激发我们党的斗志和激

情，从而能把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

断地推向前进。反之，如果我们党任由精神松懈危

险不断地滋生蔓延，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

将面临失败的危机，前苏联的前车之鉴为我们提供

了极为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寻

求化解精神追求危机的路径和方法。
1．大力发展经济，努力夯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追求的物质基础
任何一种精神追求之所以得以产生必然有其深

刻的社会根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是与中华

民族极为深重的民族灾难和社会危机密切相关的。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国富民

强的渴求和向往就成了当时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强烈的精神诉求。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兴旺，建立人

人幸福与美满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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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至高理想。然而，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要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

提条件的。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发展经济

是其理想得以实现的首要前提，也是巩固其精神追求

的一种必然要求。故而，大力发展经济，建立经济强

国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追求目标。
再者，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也

是衡量社会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准，如果我们的经

济能得以持续发展就会极大地增强民众对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从而也能极大地鼓舞

中国共产党人对其精神追求的信心，反之，如果我们

的经济不发展，或经济发展水平极低，则会摧毁国人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这势必就会对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造成消极的影响。马克思

曾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

出丑。”［7］事实也一再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

力发展生产力，对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的

阴谋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具

有根本性的作用。故而习近平强调指出，“经济建

设工作搞不好要翻船，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要变色。
但相对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来说，意识形态工

作毕竟是配合性的。”［8］

因此，我们必须在强调精神建设的同时大力发

展经济，且始终以后者为首务。只有不断增强自身

的综合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

神方面的利益需求，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 也只有这样，人民才会从根本上认同我们党

的意识形态，从而才能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

求不断地得以巩固和加强。正如邓小平所说: “只

有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

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

效。”［9］

2．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活动，不断
深化中国共产党人对其精神追求意义的认知和理解

作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给

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与以往哲学不同的

是，它是以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为自己的目标旨

向的，故而，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是科学

真理性( 以实践为基础) 和价值合理性( 以人民利益

为根本价值尺度) 的辩证统一。虽然世界历史风云

变幻，但马克思主义因其自身的科学合理性和价值

真理性依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8. 19”讲话中深刻指出，“马克

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社

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因此，尽管世界形势

风云变幻，出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情况，远不是马克

思当年所能具体预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

论仍然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故

而，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信仰和

追求。”［8］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信仰不是心灵的自发需

要，而是来源于外部的灌输以及对社会生活的自觉

感悟和实践体验，因此学习成为了信仰的中心环节。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拥有

无与伦比的知识眼界与高尚的精神境界。正如列宁

所指出，“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

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0］而开阔的知识

眼界和高尚的精神境界的养成是离不开高质量的理

论学习和实践探索的，因为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中我

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增强自身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修养，与此同时，也只有在积极的实践中我们

才能将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运用，去分析新

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从中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眼界和境界，也

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意识流中，披荆斩棘、明辨是非，

坚定自己的信仰。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坚

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是坚守自身

信仰的基本的要求。故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校、干部学

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

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
宣传的重要阵地。新干部、年轻干部尤其要抓好理

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8］

但对信仰的坚守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因此，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终身事

业。正如侯惠勤教授所说:“信仰马克思主义也需要

具有一定的情感共鸣和实践体验，但最根本的是理论

学习。还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觉

学习，不是一次性、阶段性的，而是终身的过程。学习

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终生事业。”［11］

3．大力加强对意识形态的规范化引导，努力从
制度上维护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精神追求在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新时

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重要内容就是坚持党在

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地位，这也是我们党执政兴

国的一种必然要求。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

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

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西方思潮的不断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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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多元化正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

态阵地。面对如此复杂的思想环境，意识形态的建

设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事实证明，从制度上不断强

化对意识形态的规范化引导是一条有效的抵制西方

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进行冲击的重要路径

和方法，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巩固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追求的重要作用。换句话说，这就是要用一套

严密的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从制度上来落实意识

形态的建设工作。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工作思路上，

坚持思想创新，坚持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建设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理念; 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

运用严格的程序和规范来宣传和处理意识形态领域

中出现的问题; 在考核标准上，要善于通过严格的量

化指标来考核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成效，从而不断

强化各级党组织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的责任意

识，进而在制度上保障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有

效性和持久性。
4．努力培养迎难而上的精神气概，不断增强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原动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

虚无缥缈的观念，它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和体验的崇高升

华，深深地寄托了中国共产党人改造现实生活的理

想情怀。因此，只有积极投身于现实的生活实践，中

国共产党人才能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依托转换成

对共同理想和远大目标的追求，也只有积极投身于

改革和创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实现社会生

活的“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

道德境界，增强责任感、事业心和使命感，进而不断

地焕发出新的精神活力。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要坚

守自己的精神追求就需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

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自身精

神追求的认知和理解，从而进一步坚定自己的信仰。
然而，由于当前中国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各

种矛盾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在实践

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正如胡锦涛强

调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醒

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

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

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增强忧患意

识，居安思危”［12］。面对种种困难和挑战，坚守精神

追求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要努力培养迎难而上、
锐意进取的信心和勇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不断

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坚守我们

自己的信仰。
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这种信心和勇气

是一种集体性的精神需求，它需要不断地激发全体

党员、干部的情感共鸣，因为只有实现了这种集体性

的情感共鸣，广大的党员干部才能同心协力地面对

困难和挑战，从而使我们的精神追求焕发出应有的

巨大能量，进而能积极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不断前行。为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

定》强调指出，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引

导党员干部增强宗旨意识、大局意识以及自身的责

任意识，从而进一步地把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变成

广大党员、干部思想的罗盘和坐标，乃至成为其心灵

的寄托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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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l communist must have faith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the Party instead of by
individual members themselves． Although the Party is
not a pure group of faith，it has belief attributes and
belief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munist． The belief of
the Communist refers to communism belief or Marxism
belief，which is also called people-oriented belief．
Such belief has long history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and changes from utopian to science．
The scientific communism belief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world prospect of materialism，the
ideal of communism，the fundamental belief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the free and all-round pursuit of life．
Among them， the ideal of communism and the
fundamental belief of serving the people are the focal
points of the belief system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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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ra of value diversity，the
scientific and firm belief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settling
down and getting on with pursuit of any person．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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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 of college students，the number of the students
who recognize that believe in Marxism only accounts for
40% ． However，the students who actually deal with
problem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Marxism
accounts for 70% ． 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40%
students who feel puzzled or lack of belief． They lack
of the ability of judgment and choice． The main reason
of Marxism belief crisis of college students lies in the
textbook of Marxism theory being short of attraction and
practical function． Moreover， the universities have
discrimination policy toward Marxism course，which
may have impact on students’belief．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re is positive relationship among study
performance，economic status of one’s family and
Marxism belief． The number of the student Party
members’who believe in Marxism surpasses that of
non-Party members． To develop college students’
Marxism belief，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extbook of

Marxism should be full of theoretical innovative ideas．
It also proposes that the universities should change
their education idea by focusing on value rationality
instead of instrumentalism． Finally，it points out that
socialism practice have advantage over capitalism i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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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and criticism of
the value system of traditional belief world，
communism belief forms its own specific value system．
Communism belief firstly is on the basis of inexorable
law of so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which aims at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nd its immutability
stems from self-criticism and self-transcendence．
Therefore，with regard to belief inheritance， in the
system of communism belief，social persons know the
existence of themselves in reality and long for the value
of future society． In view of transcendence，th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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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society，which corresponds with the inev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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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ettle down and get on with the pursuit，
Chinese Communist should have noble spiritual
pursuit． At present，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Chinese
Communist faces with the problems，such as spiritual
slacking，shaking ambition and belief，lacking spiritual
incentive，and so on． To ensure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 of moving on， it is important to enh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provide essential material
fou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it mai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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