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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干担当书写组织工作新篇章
胡文状

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强调， 各级
组织部门和广大组工干部要强化责
任担当，坚持守正创新，带头加强作
风建设， 以高质量组织工作促进高
质量发展，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新
时代呼唤新担当， 新时代需要新作
为， 广大组工干部要以蛇行千里的
劲头，坚定信心、满怀希望，开拓进
取、顽强奋斗，奋力谱写组织工作新
篇章。

抓牢政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对组工干部来说，第一位的是
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绝对忠诚。广
大组工干部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
治，以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把党
的领导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
面。 要坚持党的中心工作推进到哪
里，组织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聚焦中
心大局，强化履职担当，引导党员干
部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的思想自
觉，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
行动自觉，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
培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自己，坚
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站稳人
民立场， 争当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
发展“排头兵”。

抓严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
容，也是重要保证，组织部门作为管
党治党的重要职能部门， 要切实加

强党对组织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定
组织工作的政治站位， 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
全会精神及全国组织部长会议部
署，在思想上全面对表、工作上全面
对接、行动上全面看齐，扛牢政治责
任、把握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
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
学方法、增智慧，推动制度优势更好
转化为管党治党效能， 进一步推进
组织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不
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

抓实主责主业。干部干部，干字
当头、实字为要。组工干部更要牢牢
把握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根本，
把组织工作放在全局工作中谋划推
进， 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高
质量发展。要坚持更新思维理念，自
觉克服思维惯性、路径依赖，不断增
强工作主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坚
持以系统思维谋思路、 以导向思维
求实效，聚焦主责主业，树牢大抓基
层、重抓党建的鲜明导向，统筹推进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不断
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 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发展胜势，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周口篇章“全景图”中展现组工
担当。

（作者单位：西华县委组织部）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历史维度
魏浩

话语体系是国家思想文化与
价值体系对自身存在和外部存在
发展变化的系统思考与回应 ，反映
着一个国家思想文化与价值体系
的发展程度和表达程度 。 全过程人
民民主作为党领导人民创建的新
型政治文明形态 ，在长期实践探索
和经验升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
概念明晰 、表意丰富 、逻辑自洽的
话语体系 。 从历史维度看 ，这一话
语体系的建构蕴含着中国共产党
人对中共党史 、国际共运史 、人类
政治文明发展史规律的深刻洞察
和主动作为 ，为充分彰显新时代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当性 、优
越性 ，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基
础 ，并有力回应西方民主话语霸权
挑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
指南 。

其一 ，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为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生成
铺 设 了 主 线 。 “为 中 国 人 民 谋 幸
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 而为民主
发声和擘画未来的社会主义蓝图
是践行这一初心和使命的应有之
义 。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中首次完整提出 “全过程
人民民主 ”，但围绕这一概念进行
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和政权建设尝
试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 。 简
言之 ， 从建党初期到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 ， 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极
端 重 要 性 及 实 现 方 式 的 探 索 ，成
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
的开端 。

此后 ，在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
战争时期 、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中
国共产党的民主话语体系不断调
整和健全。 其中 ，在理论层面 ，以毛
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中 “无产阶级
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

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这一过渡
性的国家政权形态为代表 ；在实践
层面 ，则以 1954 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等民主政治制度为标志 。 改革开放
后 ， 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 ，重新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的基本方针 ，采取各项措施扩大人
民民主和党内民主 ，把发展政治民
主提升到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和命
运的战略高度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以来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
日趋完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定将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作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 “七个聚焦 ”之一 。历史和
实践已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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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二 ，跌宕起伏的国际共运史
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巩
固指明了方向 。 这是因为 ，任何一
种政治话语体系要想站稳脚跟 ，必
须禁得住来自外部环境的各种风
险挑战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历
史教训告诫我们 ，背离科学社会主
义的一般规律 ，盲目效仿他国 “人
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 ”，既讲民主
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又允许少数人
利用党的舆论工具捍卫自己的不
同观点 ，允许党员 “按纲领进行联
合 ”，只能导致人心涣散 ，最终败下
阵来 。 一方面 ，民主是一个长期运
动变化的过程 ，总体上处于尚待改
进的状态 。 另一方面 ，民主政体建
立 后 需 要 进 一 步 巩 固 和 发 展 ，形
式 、制度的民主并不能决定一个社
会实质上的民主程度 。就全过程人

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而言 ，
它着重突出 “全链条 、全方位 、全覆
盖 ”的特征 ，既与将 “民主 ”简化为
周期性的竞争性选举而缺乏对权
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 、排斥无产阶
级和劳动人民参政的资本主义民
主有着本质区别 ， 也同抽象地把
“民主 ”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 、鼓吹
“民主高于一切 ” 的民主社会主义
划清了界限 。通过一系列批判解构
和借鉴建构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
体系真正实现了理论阐释和实践
运行的有机统一 ，为社会主义国家
民主政治建设的规范性 、科学性表
达提供了重要借鉴 。

其三 ，源远流长的人类政治文
明发展史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
体系的传播积蓄了力量 。 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见出席全国人大加入
各国议会联盟 40 周年纪念活动暨
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外方议会
领导人时指出 “中国治理之所以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 很重要的
一条经验就是 ， 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 ， 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 ”。 民主最初是人类在生产 、
生活交往中组织集体活动的一种
方式 ， 主要存在于集体决策的过
程中 。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形式 ，民
主是确立和巩固阶级统治 ， 推动

人们广泛参与决策 ， 提升其政治
能力和素质 ， 以最大限度地实现
根本利益的制度保证 。 因此 ，几乎
每一 个 社 会在 建 立 民 族 国 家 后 ，
均把民主作为本国政治发展的目
标之一 ，为实现民主而不懈奋斗 。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 ， 民主
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在我
国历史上 ，“民主 ”一词出现较晚 ，
但重民 、爱民 、裕民 、亲民 、从民 、
信民等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思想为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出场
储备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 以便从
内心深处唤起人们对它的情感和
价值认同 ， 使之具备广泛的群众
基础 。 而放眼世界 ，由于各国经济
发展水平 、 社会发育程度及历史
文化背景的不同 ， 加上国内政治
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动 ， 民主化进
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建构注定存
在着巨大差异 。 面对西方民主话
语霸权挑战 ，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
融合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内核及人类文明优秀
政治成果 ，既能凸显鲜明的中国特
色 ， 也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使
各种质疑和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伟大成就的谣言不攻自破 ，
并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周口市委宣传部）

周口境内的上古神话考古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张志华 王婷婷 窦中言

周口境内的上古神话中 ，流
传甚广的是西华境内的盘古和女
娲、 淮阳境内的伏羲和女娲的神
话。 神话是历史的影子，不是空穴
来风，而是有根有据的。

从传统认知上讲， 淮阳境内
的伏羲和女娲的神话被大多数人
所接受， 而西华境内的盘古和女
娲的神话则被大多数人所质疑。

笔者数次赴西华进行有关盘
古女娲的神话、 民俗文化和相关
遗迹的考古调查。

关于西华境内盘古女娲的神
话和民俗文化的调查

天地未开之时， 宇宙像一个
大鸡蛋 ， 同时孕育了盘古和女
娲 。 女娲又称盘姑 ，与盘古是兄
妹关系 。 一万八千年后 ，盘古醒
来，首开天与地。 天地要合拢，盘
古又支撑天地并与天地共同成
长 。 又一万八千年后 ，盘古双眼
化日月 ，身体化山川田土 ，并将
女娲保护于昆山之上的仙洞中 。
女娲很爱这座山 ，因为这山是自
己的哥哥盘古化成的 ，女娲知道
哥哥化作了天地和山川 ，但也留
下了 “天缺地残 ”的遗憾 ，为了完
成哥哥的未完事业，她炼石补天。
而在补天的过程中， 她时时怀念
盘古，并得到盘古的神佑，最终完
成了补天的使命。

西华关于盘古女娲的神话故
事非常完整，且非常优美，而一代
一代传承下来的民间经歌， 则更
显神秘， 被有关专家称为创世文
化的“活化石”。

这些经歌有长有短 ，不仅有
经的内涵 、诗的意境 ，还有歌的
韵律 ， 吟唱起来朗朗上口 。 如
《西 华 县 志 》 中 收 集 到 的 经 歌
《补天经 》，开篇就是 “盘姑是女
娲 ，女娲是盘姑 ，手托彩石上金
山 ， 上了金山来补天…… ”；经
歌 《赶罢东陵赶西陵 》中有 ： “盘
古寨 、 女娲城 ， 还有东西两皇
陵 ；东皇陵里埋盘古 ，地皇女娲
葬西陵……”

神话是历史的影子。 我们从
这些经歌中， 可以探知在西华这
块神奇的大地上， 既有藏女娲的
昆山 ，又有葬盘古 、女娲的皇陵 ；

既有盘古生活过的盘古寨， 又有
女娲居住过的女娲城。

关于盘古女娲遗迹的调查

西华地处中原腹地 ， 历史悠
久。 西华境内现存古遗址 92 处 ，
其中有古城址 12 处、古陵和墓葬
群 16 处。 为了验证盘古女娲传说
和经歌的真伪， 我们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实地调查。

关于昆山遗迹的调查 。 昆山
遗址位于西华县城西北隅， 西傍
贾鲁河 （古称鸿沟 ），远古时巍峨
壮观。由于西华属黄河冲积平原，
又是黄泛区的重灾区， 故昆山遗
址今已荡然无存。 从散存在遗址
上的空心画像砖看， 该遗址在汉
代时期曾为墓葬地。 如今保留下
来的遗迹有祭祀盘古女娲的宫
殿， 带有远古文化痕迹的有昆山
办事处 、昆山村 （现为山子头村 ）
和昆山路等。

关于盘古寨和盘古陵遗迹的
调查。 盘古寨遗址位于西华县东
夏亭镇木岗寺村东 ，方圆约 1 平
方公里。过去寨内有村民居住，后
因洪水泛滥， 村民西迁至木岗寺
村。 20 世纪 90 年代，该村村民曾
在寨内挖出古砖三块， 砖正面分
别阳刻有楷体 “盘古寨 ”三字 ，该
砖应为古寨寨门匾额。另外，该村
村民还在原址挖出一件石斧 ，应
为新石器时代遗物。

盘古陵位于木岗寺村西 ，南
北长 2500 米 、东西宽 500 米 。 原
陵内置有 117 块古碑 ， 分别记载
着各代帝王或大臣前来祭祖拜陵
之事。 宋代开国帝王赵匡胤之妹
赵三秀曾多次来此祭拜， 并赠送
焚金炉一座（该炉顶尚存，为宋代
文物）。

关于女娲城和女娲陵遗迹的
调查。 女娲城遗址位于西华县聂
堆镇思都岗村。该城址呈正方形，
分内外两层 ， 外郭城周长 4000
米、内城墙周长 1400 米 。 该城为
周代城址， 但城址下叠压着更早
的文化遗存， 出土有新石器时代
的典型文物陶鼎、陶壶、陶碗和石
斧、石凿、石镰等。

女娲 陵 位 于 女 娲 城 遗 址 的
西南隅 ，古载 “望之如山 ”。 后经

洪水多次淤积 ， 现仅存女娲陵 ，
高 6 米 ，底径 20 多米 ，占地 300
平方米。

另外，在思都岗村，村民还挖
出一块古方砖，长宽约 1 尺，厚约
2 寸 ，砖上阳刻有楷体“娲 ”字 ，为
明代文物。

关于西华盘古女娲创世说及
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关于西华盘古女娲创世说的
问题。 在西华县城内，如今留存下
来的既有盘古寨，又有女娲城；既
有盘古墓，又有女娲陵；既有盘古
寨 、女娲城砖匾 ，又有记载盘古 、
女娲在此活动的碑碣； 既有与之
有关的女娲宫、 盘古井等文化遗
存 ，又有世代相传的 “活化石 ”经
歌……这些神话传说、民俗民风、
文化古迹等， 在一定程度上印证
了西华盘古女娲创世说的存在和
传承。

关于 盘 古女 娲 传 说 在 西 华
的文化印痕 。通过考古调查和资
料收集研究 ，笔者认为 ，盘古和
女娲在西华的传说 ，有一定的文
化依据 。

西华是中国最早的古陆地 。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在 《中
国古地理图》中提到“在五亿七千
万年前至十九亿震旦纪期间 ，中
国境内绝大部分是海的情况下 ，
就发现了大片的淮阳古陆”。西华
曾隶属淮阳辖区，且紧傍淮阳，故
知淮阳古陆， 也可认为西华为古
陆地。

西华 有 中 国 最 早 最 大 的 猛
犸象牙化石 。 在西华县境内 ，我
们征集到了距今 300 万年 前 中
国最早最大的猛犸象牙化石 。该
牙总长 4 米 ，牙根径粗 0.46 米 。
象牙化石因年代久远 ，现已风化
断裂 ，分别馆藏于西华县博物馆
和周口市博物馆 。

西华 西 北 方 有 许 昌 灵 井 遗
址 。该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灵
井许昌人遗址 。该遗址已发现至
少 9 个古人类个体 ，包括老年 、
壮年和未成年各个阶段的化石
样本 ， 经科学测定距今 10 万年
左右 。

西华西南方发现近万年的古

人类墓葬群。 位于西华西南方的
漯河市舞阳贾湖遗址 ， 出土了
2000 多座古人类墓葬 ，这些墓葬
经科学测定距今近万年 。 其中 ，
出土的刻划文字符号和鸟骨骨
笛 ，曾在国内外考古界引起极大
轰动。

关于淮阳境内的伏羲和女娲
与西华境内的盘古和女娲的关系
问题

笔者认为， 淮阳境内的伏羲
和女娲与西华境内的盘古和女娲
不是同时代的上古人物， 后者早
于前者，是前者的远祖。 后者所处
的时代为 “神界时代 ”，前者所处
的时代是“人界时代”。 盘古开天、
女娲补天等伟绩，只能由神界（神
仙居住的世界）的神人才能为之；
而伏羲画卦、女娲造人等伟绩，只
能由人界（现实世界）的奇人才能
为之。

盘古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创
世祖，整个世界都是盘古的化身。
和盘古同在神界的女娲， 为使整
个世界更加完整， 炼五色石进行
补天。 同时， 为了完成盘古的遗
志，她从神界来到人界，和伏羲一
起繁衍人类，创造世界大同。

关于上古神话人物的界定

根据考古资料 ， 上古时期的
先民 ，寿命一般不会超过 60 岁 ，
这与当时的地理环境 、生产力低
下、生存条件等不无关系。 因此，
再神奇的上古人物也不可能长
命千岁或万岁 ，更不可能在较短
的生命中创造出许多丰功伟绩 。
盘古如此 、伏羲如此 、女娲如此 ，
炎帝及其他都是如此 ，这是人类
生存的自然规律。 无论是盘古时
代 、伏羲时代 ，还是女娲时代 ，他
们都是多代的 ， 由多个盘古 、伏
羲、女娲相继传承后，集合成了那
个时代。 最初的盘古、 伏羲和女
娲， 是中华上古先民的代表性人
物，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环
境的形象。因此，神界的盘古和女
娲与人界的伏羲和女娲相互存在
就容易被世人所理解和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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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
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考验而
初心不改的关键因素之一。铺张浪费、奢靡享乐则会败
坏党风政风，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动摇
党的执政基础。

今年 3 月 17 日至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
察时对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提出明确要求：“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正风肃
纪反腐相贯通， 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上常抓
不懈。”奢靡之风往往与腐败密切相关，具有顽固性、长
期性、复杂性。 必须保持须臾不松懈的“韧劲”，扎实开
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推动持续整
治奢靡之风，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命本色。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纵观中国数千
年王朝盛衰更替，有以谨身节用而安邦兴国者，也有贪
图奢靡享乐而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 回顾党的百余年
奋斗历程，从毛泽东同志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
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不懈纠
正‘四风’”，我们党始终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为党
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从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 从抓月饼、 抓贺
卡、抓烟花爆竹等一个个“小切口”入手，刹住了一些曾
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奢靡之风， 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
的顽瘴痼疾， 使尚俭戒奢的良好风尚成为全党全社会
的共同追求， 以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赢得了党
心民心，深刻改变了中国。

古人云：“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
直道而行……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
祸”。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看似只是个人修养上的小事
小节，实则与家道起落甚至国运兴衰密切相关。历史和
实践充分证明，俭则约，俭生廉；奢侈浪费则是贪欲之
始、腐化堕落之端，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温床。 从实际
情况看，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后面，一般都有更严重的
问题。奢靡之风多与贪污腐败相互交织，不少被查处的
干部腐化堕落，大都始于个人平时好攀比、讲排场、比
阔气、图享乐等问题。小处疏忽、小节失守之后，就会逐
渐发展为“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
风”，最终走上贪赃枉法的不归之路，教训极其深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虽然我们已经告
别了缺吃少穿、物资匮乏的苦日子，但我国仍处于并将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
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2024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
告》都提出了“过紧日子”的要求，深刻反映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于在关键时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优良作风重大意义的清醒认
识和坚定决心。 我们要以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重要
抓手，不断压缩奢靡之风隐形变异的空间，继续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
风向上向善。 不仅要善教善学，还要严查严管，更要立行立改。

善教善学， 就是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
重要思想， 把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引导党员领导干部行动为令、身教为镜，带头“过紧日子”，在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方面做好示范、当好表率。 严查严管，就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
各种隐形变异的铺张浪费和奢靡享乐现象，不断强化尚俭戒奢的制度执行，
坚持奢靡之风与腐败问题同查同治，坚决斩断由风及腐的链条。 立行立改，
就是必须不等不推不拖，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看准了就即知即改，
切实把持续狠刹奢靡之风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抓
紧抓实抓好，以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作风建设成效，把中央八项规定这张深
刻改变中国的“金色名片”擦得更明更亮。 （原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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