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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丁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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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玉树抗震救灾实践的思考 

 

丁忠兵 

 

内容提要：中国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如何高效组织抗震救灾和有序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已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

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也是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玉树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有

力见证，玉树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生动体现。玉树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的实践证明,弘扬玉树抗震救灾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要将玉树抗震救灾精神贯彻于灾后重建全过程，加强相关理论研究，加大宣传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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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

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

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特别新中国成立62年来，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高度重视，领导全党紧紧围

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按照提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

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的能力要求，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不断改进和提

高，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全面发展，把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了人民幸福安康、社会文明进步的新

中国。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进入新一轮地震活跃期，印度洋地震、汶川地震、海地地震、玉树地震、日本地震等接连爆发，给当

地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国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如何高效组织抗震救灾和有序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已成为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也是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当前正值玉树灾后重建的关键时期

和纪念建党90周年的重要时刻，回顾一年多来艰苦卓绝的玉树抗震救灾历程，总结经验，大力弘扬玉树抗震救灾精神，不仅有利

于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组织、协调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玉树灾后重建，确保圆满完成玉树灾后重建的各项目标任务，而且有助

于化挑战为机遇，进一步凝聚人心，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一、玉树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有力见证 

 

2010年4月14日，发生在青海玉树县城附近的里氏7.1级特大浅表地震给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2000多人死

亡，90%以上的房屋倒坍，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全部中断。面对巨大灾情，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分别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国务院迅速成立了以回良玉副总理任总指挥的抗震救灾

总指挥部，及时启动了国家一级救灾应急响应。震后第二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即冒着不断的余震亲临地震现场考察灾情，慰问群

众，指导抗震救灾工作。震后第四天国家主席胡锦涛飞抵玉树地震灾区，看望慰问灾区干部群众，实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正是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统筹部署下，军队、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迅速行动起来，高效有序地展开了一场在高原高寒地带进行的规

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救援活动。在玉树抗震救灾过程中，共搜救被掩埋人员2008人，救治伤员1.1万多人，其中重伤员3109

人，安置受灾群众22.5万人，迅速恢复了灾区正常的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目标，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重大

胜利。与此同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青海省委省政府及时启动了灾后重建工作。科学编制专项规划，制



定了土地权益处置、住房重建及维修补助等重要政策，建立了七项重建工作机制，为科学、依法、高效、和谐重建奠定了坚实基

础。2010年9月下旬开展了以住房建设为重点的50天会战，赢得了灾后重建的宝贵时机。到2010年底，玉树灾区共开工建设298个

重建项目，完成投资50.1亿元。大部分需重建的农牧民住房基本建成，大部分需重建的城镇居民住房开工建设，所有需维修加固

的城乡住房全面完成修复，部分受灾群众喜迁新居，一些支撑长远发展的项目相继开工或建成。 

与中国玉树抗震救灾取得的重大胜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地的抗震救灾情况。2010年1月12日16时53分（北京时间13日5时53

分），海地发生7.3级强震，遇难者达30万，130万人无家可归。海地地震伤亡损失之惨重令世界震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纷纷向海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其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但直至2011年1月11日海地地震周年纪念之际，海地地震的废墟清理

还在进行之中，首都太子港到处还是断壁残垣，有80多万灾民仍居住在缺乏安防措施、卫生条件极差的帐篷里。当地累计发现霍

乱病例171304例，疫情控制依然任重道远。太子港等城市不断发生大规模示威活动，国家的政治形势和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比较

中国玉树抗震救灾与海地抗震救灾成效的巨大反差，固然有两国经济实力、生产力水平、物质基础相差较大等客观因素的作用，

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由于两国执政党在领导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及国家力量、群众基础等方面的巨大差

距造成的。 

不仅如此，即便与当今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在玉树抗震救灾中所展显出来的坚强意志、果断决策、快速行动、高效运

转等能力也足令世界刮目。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令美国政府猝不及防，新奥尔良遭到毁灭性破坏，数千人死亡，10万人背

井离乡。更糟的是灾后数天整座城市陷入无政府状态，抢劫、强奸和杀戮横行。美国政府对灾害的预测、救援不力饱受国内民众

诟病。2010年，俄罗斯的森林大火持续数月才被捕灭，冰岛的火山灰让所有欧洲国家束手无策，航空运输陷入瘫痪。2011年3

月，日本9.0级特大地震给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而由地震引发的海啸、火灾和核泄漏等严重次生

灾害，更是让具有丰富抗震救灾经验和雄厚物质基础的日本政府也疲于应付，特别是日本政府在处理福岛核电站事故中的信息披

露不及时、措施不得力受到了媒体的广泛置疑和批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 

总之，玉树地处高原，气候恶劣，高寒缺氧，交通不便，实施大规模、高强度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程是世界性难题，面

临着众多特殊困难。玉树抗震救灾取得的重大胜利确实来之不易，它充分展显了中国共产党快速的应急反应能力、高效的组织协

调能力和权威的领导管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的执政能力的有力证明。 

 

二、玉树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生动体现 

 

伟大的壮举，造就伟大的精神。面对突如其来的玉树地震灾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众志成城、顽强拼

搏、尊重科学、敢于胜利，以最高的效率抢救生命；以最优的服务妥善安置群众；以最快的速度抢修恢复基础设施；以最强的举

措恢复社会秩序；以最及时的部署推动灾后重建，取得了玉树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不仅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

们还在玉树抗震救灾过程中进一步凝聚了人心，增进了民族团结，形成了“大爱同心、坚韧不拔、挑战极限、感恩奋进”的玉树

抗震救灾精神。这一精神是长期以来青海各族人民不屈不挠与自然灾害斗争实践的集中反映，是青海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守望相

助美好品格的充分彰显，是青海各族人民追求发展进步强烈愿望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在关键时刻的生

动体现。 

危难之际方显英雄本色。面对巨大的地震灾难，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坚定地与人民在一起，坚

强领导、科学指挥，视人的生命重于一切，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把救人放在一位；人民子弟兵无私奉献、英勇冲锋；全

国人民鼎力相助、倾力支援；各族群众生死相依、团结互助，共同汇聚成了温暖人间的无疆大爱，凝结成了伟大的玉树抗震救灾

精神。这一精神所蕴含的团结互助、骨肉深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精神实质正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化挑战为机遇的卓越能力，是我们党长期坚持执政为民理念

的必然结果。 

越是困难越向前。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铸就了从不畏惧任务艰难困苦的坚强意志。面对急难险重

的抗震救灾任务，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党员干部、人民子弟兵和灾区干部群众临危不惧、奋起自救、共克时艰，以压不垮、震不

到、摧不折的顽强毅力，用坚定意志和血肉之躯筑起保护生命、保卫家园的钢铁长城。在这场人类迄今为止难度最大、环境最恶

劣、条件最艰苦的抗震救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昂扬的革命意志、必胜的战斗激情，奋勇挑战体力极限、精神极限和

生存极限，用鲜血、汗水和生命创造了人类抗震救灾史上的玉树速度、玉树奇迹，浓墨重彩地将“坚韧不拔、挑战极限”汇入了

玉树抗震精神。2009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再次强调，各级干部“尤其要焕发进取精神，时刻保持那么一

种越是困难越向前的气概、那么一种攻坚克难促发展的劲头”。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越是困难

越向前”的精神气概，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军队和广大干部群众才能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以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和高效

的抗震救灾业绩书写出“大爱同心、坚韧不拔、挑战极限、感恩奋进”的玉树抗震救灾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九十年辉煌历程注入

了新的篇章。 

 

三、弘扬玉树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年不平凡道路，善于总结经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我们党的重要特征和突出优势。在革命战

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在革命实践中总结提出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并最终以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改革



创新的时代精神，创造性地总结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并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近年，中国发展历程更是波澜壮阔。我们既成功举办了北京奥

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令世界瞩目的重大活动，又经受了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还遭受了汶川地震、

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取得了经济社会建设新的巨大成

就，而且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四川汶川抗震救灾精神和

“大爱同心、坚韧不拔、挑战极限、感恩奋进”的玉树抗震救灾精神，进一步充实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内涵。面向未来，继续弘扬玉树抗震救灾精神，既是凝聚人心，夺取玉树抗震救灾最后胜利的现实需要，也

是进一步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一是要将弘扬玉树抗震救灾精神贯穿于玉树灾后重建的全过程。玉树灾后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时间紧，任务重，需

要处理和协调的关系众多，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始终倡导“大爱同心、坚韧不拔、挑战极限、感恩奋进”的玉树抗震救灾

精神，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建设任务。首先，玉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宗教关系比较复杂，再加之地震给当地居民的物质利

益、传统社会关系和精神信仰等方面造成了巨大冲击，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恢复重建都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在当地群众和参与

建设的各类企业团体中始终倡导“大爱同心”的玉树抗震救灾精神，才能引导人们求大同，存小异，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为灾后重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玉树地处高寒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运输距离长，灾后重建较之内地要困难得多，只有

继续弘扬“坚韧不拔、挑战极限”的玉树抗震救灾精神，才能战胜重建过程中的各种困难，确保灾后重建如期保质完成。最后，

玉树灾后重建虽然离不开国家的投入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但从长远来看，玉树未来的发展最终还要靠自己。因此，必须大力

弘扬“感恩奋进”的玉树抗震救灾精神，既要加强感恩教育，引导当地群众对支持玉树建设的党和国家及各种社会力量心存感

激，也要着力加强培育自力意识，引导、动员当地群众以主人翁的身份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并在参与重建过程中逐步实现财富的

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 

二是要加强理论研究，将玉树抗震救灾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形成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的直接诱因是玉树地震

这一突发事件，但从深层次看，它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精神气质在特定时期的集中展现。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绝不仅仅

是玉树人或青海人的精神特质，而是全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品质，理应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进行倡导

和弘扬。为此，首先要加强研究，深入阐述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的社会价值，挖掘其在指导人类应对自然灾害时的一般意义。其次

要立足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反观玉树抗震救灾精神，充实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的文化内涵，论证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

新。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重点结合近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加强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研究，找出玉树抗震救灾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点。第四，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为依托，扩大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的宣传范围，增强玉树抗震救灾精神在整个中华民族中的影响力，为玉树灾后重建

提供更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资源保障。 

三是要加大对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的宣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能通过作用于人的思想和行

动而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当然，精神力量转变成现实的物质力量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能被人们广泛接受。因此，加强宣

传，进一步扩大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的影响范围，无论是对该精神的形成还是对该精神作用的发挥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一种精

神的形成离不开实践基础，它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在新的抗震救灾实践中继续总结经验，不断充实玉树

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是提高宣传效果、永葆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生命力的重要前提。其次，必要的宣传、推介对一种精神的形成

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青海玉树抗震救灾精神不仅具有青海特征，也具有全国意义甚至世界意义，它是人类抗击自然灾害的一

项重大智慧结晶，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理直气壮地宣传、推介玉树抗震救灾精神将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第三，要丰富宣传

内容。宣传玉树抗震救灾精神既要立足过去，总结玉树抗震救灾取得的经验，更要着眼于未来，指出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及面对

类似自然灾害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第四，要创新宣传形式。要多举办相关的理论研讨会，引导人们在学习、研究中不断提高对

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的认识，扩大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的影响。要加强与四川的联系，合力宣传汶川抗震救灾精神与玉树抗震救灾精

神，壮大声势，提高宣传效果。要高度重视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宣传媒介，加强与受众群体的互动，及时发现宣传中存在的问题，

不断改进宣传方式和手段，提高宣传效果。 

总之，提高应对和处置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必然

要求。玉树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应对自然灾害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玉树特大地震

灾害的真实写照，是玉树抗震救灾取得重大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不断提升的集中反映。当前，中国共产党

已走过90年辉煌历程，正带领全国人民向更加美好的新征程迈进。继续弘扬玉树抗震救灾精神，全面推进玉树灾后重建各项工

作，大力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夯实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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