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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教学案例: 

    案例一: 宁夏一位农民讲述切身体会 “三个代表”好 

    2002年 8月 14日上午 11时，一位穿着朴素的农民走进本报驻宁夏记者站

递上了一封信。在他关注的目光下，记者读完了他写的信。“现在不是都在讲实

践‘三个代表’吗，我就是用切身体会来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社会说，‘三个代

表’好。”看过了他写的信，听了这位农民的话，记者深感“三个代表”在基层、

在普通干部群众中的震撼力。 

    送信人名叫朱荣，是家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新华镇的普通农民。今年初，

他 8岁的孩子被诊断患了心脏病、肺动脉高压等病，数万元的手术治疗费对这个

困难家庭来讲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偏偏此时祸不单行，6月 7日的一场暴雨冲塌

了他家的住房，4亩农田中的小麦仅收回了种子。 

    朱荣在信中写道：“天灾人祸难免，党和政府有情。6月 8日，暴雨还在下，

新华镇镇长杜岐水就带着镇干部挨村查看灾情，一边查排隐患，一边将受灾情况

上报。第二天，灵武市市委书记纪峥和市长刘继国到我临时居住处看望我一家人，

送来了 800元慰问金，鼓励我全家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接着，市民政部门从紧

张的资金中挤出 16000元给我，用来为我 8岁的儿子做心脏手术。恩比天高啊！

我这个做父亲的眼巴巴看着孩子有病没钱治，是共产党的干部想到了为我的孩子

治病。如今，我儿子已在宁夏最好的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很快就要出院，我该

如何感激党、感激这些为咱百姓做事的好干部啊？” 

朱荣向记者再三表示，“有这样的干部是新华镇百姓的福分，党的干部都像

他们这样把‘三个代表’落实在行动上，百姓们的日子就会一天更比一天好。” 

《人民日报》 (2002年 08月 18日第一版)  

一、思考讨论: 

怎样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二、问题解析: 

    1.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

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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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 

2.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

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党

90多年的一切奋斗，无论是战争年代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无论是建立社会

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的

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 

    3.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

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

做好事。 

    4.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坚

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

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

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

去办。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

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

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中央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

施落到实处。 

案例二:与时俱进，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 

镜头一：国际环境 

1991年 12月 25日晚，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世界上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我这 93年历史，只挣 74年，并且掌握着国家权

利的苏联共产党下台了。为什么这样一个经历过种种艰难与考验的大党、大国，

即使在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上昂然屹立，而今却在一夜之间突然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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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当时正在莫斯科的中国学者，在《解体岁月》这本书中写到：听完尔巴

乔夫的电视讲话以后，它匆匆下楼，外边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哥尔巴乔夫在如

此凄凉的消失之后，什么声音都没有，嚷嚷声、唏嘘声、咒骂声，甚至连窃窃私

语声都没有，她不甘心，又跑到红场和列宁墓前。这里曾经是苏联的象征，总会

有不甘心亡党亡国的苏联人自发聚集到这里，他们愤怒也罢，痛苦也罢，总会表

示点什么，结果让他再一次失望了，红场黑黢黢的，没有什么人影。国家解体红

旗落地时的这种普遍的沉默和麻木，既让人困惑不解，更让人感到可怕，苏共创

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对比鲜明，触目惊心。 

苏联解体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的政治格局由两级向多极演

化，形成了“一超多强、多极竞争”的态势。并且在政治多极化的同时经济全球

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化经济，把资本主义世界的

矛盾、危机、困难，转嫁到落后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

势力，从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之日起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和演变，

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 

镜头二：国内形势  

与复杂的国际环境相比，国内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发展到了关键时期，

稳定面临复杂形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到了紧要的历史关口。 

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如何按照时代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使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我们党在新世纪，要想加快现代

化建设步伐，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任务，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面对新变化，作出新反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

们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指明方向，意义深远，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 

资料来源：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谢玉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

生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一、思考讨论: 

  1.通过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从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

训？ 

    2.联系案例说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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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问题解析: 

    1.苏联解体的原因 ： 

    (1)高度集权的弊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特征就是高度的集权，这

个特征表现为高度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社会舆论控

制。    

   （2）党组织建设的薄弱 。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员队伍质量下

降，不能发挥先锋作用，使党失去了保卫自己、推进事业的组织力量。（3）路

线及政策的失误 。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发展

方向，推行的路线和政策造成了苏联社会的动荡与混乱。（4）经济建设的落

后 。苏联有丰富的资源，但开发利用得不好，军工方面的科技成果也没有很好

运用于发展整个经济。 

    苏联解体的教训 ： 

   （1）国家要高度统一。 苏联解体给世人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教训就是国家统

一是最高原则。任何分裂行为都是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客观规律相违背的。 

   （2）确立并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最重要教训在于，在

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保持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问

题。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体现在生产力发

展水平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不去，其他方面的优点也难

以发挥。 

   （4）健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本身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

程中，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2.20世纪 90年代以来，历史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动地的活剧。以苏联为

首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 20世纪前期，未经百岁,便在 20世纪末期降下了

红旗；“百年老店”的国民党在台湾丧失了执政地位； 中国大陆 1989年春夏之

交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后来又有“法轮功”兴风作浪和一连串高级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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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案件的接连曝光。这些新问题、新情况，不能不引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特别是江泽民的沉思和关注。更使江泽民萦绕于怀的是，1989年 6月 16日，邓

小平亲自对他和其他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

领导集体，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的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这无疑是邓小平的最重要的政治交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

体，深刻分析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明确提

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的回答了 21世纪中国共产党应当建成一个什

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问题，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

会主义，怎样建设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焦点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保

持先进性，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

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对我们

党的建设现状及对国内外形势做出深刻分析后作出的战略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