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述中国式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心得体会(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论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篇一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
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都知道，中
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继承了中华文明优秀传统，也吸
收了人类文明先进成果，不仅丰富了人类对文明发展规律的
认识，而且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文明发展具有重大
价值。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当然这里也包括新
征程中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和交往范式的时代新内涵。我作为
研究者体悟到，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深刻认识，
需要我们建构与其相适应的分析性框架，而这个分析框架的
形成，要求我们拥有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当前，我们正面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
求，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我们已
经可以看到，当今世界范围的竞争领域、抗衡方式和组织模
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快速调整；信息化、数字化向人们的
工作和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产业链布局及其运行机制的新
特征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劳动力素质
的适应性提出了新挑战；以及这次疫情对民众消费的预期，
民生保障的质量，尤其是对应急保供能力、社区治理能力等
方面的信心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知道当前上海在加快
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工作中把提振信心置于了当务之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与此同时，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



还有既定的重要发展目标，比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的全
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须在未
来10-15年迈出一大步。因此，我感觉到这些新情况又一次要
求我们再思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围绕哪些核心议题，来
开展系统化、理论化和学术化的研究，以更好服务人民、服
务国家和服务社会。

论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篇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正在向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迈进。对于国家而言，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对
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时代具有新使命；对于党员干部而言，
新时代具有新担当和新作为。作为新时代基层社区工作者，
扎根基层一线服务一方群众，这是我的荣幸。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要做一个政治上明白、工作上清醒、服务上贴心、把
“一切为了居民、为了居民的一切”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基层工作关系千家万户，意义重大，衡量一名社区工作者是
否合格，要将政治上明不明白放在首位，只有政治上明白，
才能处事上清醒，服务一方群众，助力一方发展，政治素质
是具有四两拨千斤作用的。基层干部要做好工作，必须增强
自身的学习理念，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和工作水平，在
实践中砥砺品质、增长才干。

干好基层工作要守纪律，讲规矩，要时刻以党纪为戒律，自
觉用规矩意识和纪律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务实重行，担
当作为。纪律是完成各项工作的必要前提和制度性约束，如
果有规矩没有人去执行，去拥护制度的权威性，那纪律会变
成一张废纸，一个团队就无形之中将成为散沙，连规矩都不
讲了，更别说在危难险重的环境下取得胜利了。有些人就是
因为纪律意识不强在你来我往之中无形的沾染了一些不好的
作风习惯，当猛然回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在错误的路上越
走越远。



对于一名基层干部，有多大担当就有多大舞台，有多大作为
就能成就多大事业。基层的事情很杂，想从方方面面出发，
作出一番超越前人的事业是存在不少困难的。但不能说存在
困难就停步不前，我们要正确树立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姿态，
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锻炼和强化能力，提高专业思维和专业素
养，我们才能够做到新时代的新担当和新作为。

论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篇三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前者提出了推进
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第一条就是“更加注重以德为
先”;后者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十项重点任务，第一也同
样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两个文件都明晰地传递
出“育人当以德为本”的理念。

制定教育现代化文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
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是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
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是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的纲领性文件。《实施方案》定位于行动计划和施工图，
是本届政府任期内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时
间表、路线图，突出行动性、操作性，重在问题导向。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古往今来，人才都
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各种思想潮流交错侵袭，价值观日益多元化，要想实现民族
复兴，培养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新人，必须把“人”字写端
正、做端正，德才之间，德为魂，才为体。育人重在育品，
新时代的教育，不仅要求学生有知识、会做事，更要会做人，
做人以德为本，要成才，先成人。要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关键要让其树立牢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



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学校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一
定要充分考虑各年龄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尊重学生认知规律
和学习规律，加强系统设计，精心谋划，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
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办好党和人民满意的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的，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必须从青少年学生抓起，
引导他们自觉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正确认识国家
前途命运和自身社会责任的关系，把知识外化为行动、把信
念内化为美德，才能培养出理想坚定，信念执着，不怕困难，
勇于开拓，顽强拼搏，永不气馁的社会主义新人。

论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篇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新，在于有别于西方现代化。西方现代
化是依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实现的。但是，资本主义的现代
化具有难以克服的弊端：由于社会大部分物质生产力以资本
的形式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生产目的不是满足人的全面发
展需要，少部分人、少部分国家的发展以大多数人、大多数
国家的欠发展为条件，这种现代化不可能成为全体人的现代
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把西方发达国家顺序推进工业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串联式”发展过程改造成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发展方式，让
科技发展由“跟跑”逐步转向“并跑”和“领跑”阶段，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论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篇五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提出“三步走”战略，即到上世纪80
年代末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到上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
水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进入新世纪，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之后，我
们党又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



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30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
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更高的历
史起点上，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
的战略安排，提出到20xx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发展的。很多方面走过了西方
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到“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
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
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
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
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创造了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