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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

1.十九大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考点】

（1）1956年党的八大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

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被视为当时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内容。

（2）改革开放初的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正确性的判断，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了

极大的政策发展和制度变革空间，推动了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

使中国走向富裕。

（3）党的十九大中，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全新判断：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

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是对五年来中国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深刻总结，也是对近 40年来

改革发展成果的历史回应，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发展目标的精准定位。

（4）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既体现在发展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收入

差距上，也体现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上。社会健康与社会发展质量和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社会安全、社会治理的水平、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还需要进一步

提高。

（5）这要求在改革时既要注重宏观层面的“三农”、城镇化、中西部地区发展、收入分配

等重大经济社会发展议题，也需要从微观层面直面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精准扶贫、就业、

住房、食品安全、教育与医疗均等化等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课题，充分发挥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巨大潜力，充分体现我党“执政为民”价值宗旨，充分调动人民参与发展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

（6）与主要矛盾变化相应的，是报告中提出的“两个必须认识到”。从“变”的方面看，主

要矛盾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而从“不变”的方面看，主要矛盾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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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报告中提出的“两个十五年”的发展阶段论，描绘了中国 2020年以后，从第一个十五

年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向第二个十五年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取

向、政策设想和实现路径，为未来改革发展确立了明晰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目标。

2.十九大报告中新目标【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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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部署的同时，明确了从 2020年到本世

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这一目标描绘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谋划和使命担当。

（2）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在解决人民温

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提前实现的基础上，我们党又提出“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3）党的十九大提出分两个阶段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这是对“三

步走”战略目标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深化和推进，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战

略思维、进行战略谋划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展现出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光明前景。

（4）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 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 15年，在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从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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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奋斗目标中，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后一个阶段是前一阶段的跃升，两者既紧

密衔接又环环相扣，既明确任务又指明路径，体现了科学缜密的战略谋划。只有深刻把握“两步

走”的发展脉络和实践逻辑，咬定青山不放松，保持各项战略、工作、政策、措施的连续性和前

瞻性，才能一步接一步，连续不断朝着确定的目标前进。

（6）从现在到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

落实十九大报告作出的各项战略安排，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

验。

（7）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收官和开局并举，承

前与启后交替，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归根到底靠实干苦干、靠开拓进取。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

瞄准目标不停干，才能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朝着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十九大考点很多，大家要注意积累。下面为大家预测可能会出的试题，大家可以练习下：

【试题预测】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4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大会通过了关于《中

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

中把习近平（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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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A.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B.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C.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D.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解析】B。

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时间是（ ）

A.2017 年 10 月 18 日─24 日

B.2017 年 10 月 18 日─25 日

C.2017 年 10 月 19 日─24 日

D.2017 年 10 月 18 日─26 日

【解析】A。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需要

和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A.美好生活 不充分不平衡

B.幸福生活 不平衡不充分

C.幸福生活 不充分不平衡

D.美好生活 不平衡不充分

【解析】D。

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 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A.新时期

B.新阶段

C.新征程

D.新时代

【解析】D。

5.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为中华民族 。这个初心和使

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A.谋幸福，谋未来

B.谋生活，谋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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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谋幸福，谋复兴

D.谋生活，谋未来

【解析】C。

6.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 的

目标初步实现， 的笼子越扎越牢， 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

成并巩固发展。

A.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

B.不能腐 不敢腐 不想腐

C.不想腐 不敢腐 不能腐

D.不敢腐 不想腐 不能腐

【解析】A。

7.从 到 ，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A.二〇二〇年 二〇三五年

B.十九大 二十大

C.二十大 二十一大

D.二〇三五年 本世纪中叶

【解析】B。

8.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A.决战期

B.决胜期

C.关键期

D.攻坚期

【解析】B。

9.我国经济已由 阶段转向 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A.高速增长 高水平发展

B.高速发展 高水平发展

C.高速增长 高质量发展

D.高速发展 高质量发展

【解析】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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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年。

A.二十

B.三十

C.四十

D.五十

【解析】B。

常识积累：传统节日

一、春节

1.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

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

2.①按照我国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俗称年初一──实际

上古代的“春节”，是指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②到了民国时期，改用公历，公历的一

月一日称为元旦，把农历的一月一日叫春节。

3.习俗：守岁、放鞭炮、贴春联、拜年、吃饺子等。

4.诗词：①《田家元旦》孟浩然：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桑

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②《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

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真题回顾】

（2009云南）子=鼠；丑=牛

A.农历=阴历；天干=地支

B.公历=阴历；午=马

C.上元=节元宵；春节=过年

D.满月=十五；重阳=中秋

【解析】C。第一步：判断题干词语间逻辑关系。

题干两词是对应关系，且是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的对应关系，等号两边是对应的两个词。

第二步：判断选项词语间逻辑关系。

A项中天干和地支不是对应关系，两者按固定的顺序互相配合，组成了干支纪法；B项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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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和阴历不是对应关系；C项等号两边也是对应的两个词，符合题干逻辑；D项中重阳和中秋不

是对应关系，重阳指的是农历九月初九，而中秋指的是农历八月十五。故正确答案为 C。

二、元宵节

1.元宵节是农历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

们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

2.在古书中称“上元节”（上元含有新的一年第一次月圆之夜的意思），其夜称“元夜”、

“元夕”或“元宵”（这天主要活动是晚上的吃汤圆赏月，所以后来又称“元宵节”）。

3.习俗：张灯看灯（所以民间又习称为“灯节”）、吃元宵、踩高跷、猜灯谜、去百病、舞

龙、赏花灯、舞狮子等。

4.诗词：①《元夕》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②《正

月十五夜》唐代苏味道：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③《青玉案·元

夕》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

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

【真题回顾】

（2014吉林）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

A.玫瑰：百合：康乃馨

B.元朝：明朝：清朝

C.奥巴马：林肯：布什

D.大象：长颈鹿：梅花鹿

【解析】B。第一步：判断题干词语间的逻辑关系。

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均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且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并列关系。

第二步：判断选项词语间的逻辑关系。

A项：三者虽是并列关系，但没有时间先后的顺序；B项：三者均是中国的朝代，且是按时

间顺序排列的并列关系；C项：三者虽是并列关系，但没有时间先后顺序；D项：三者虽是并列

关系，但没有时间先后顺序。故正确答案为 B。

（2010福建）下列关于“元宵节”的别称不正确的是：

A.元夕节

B.上元节

C.正月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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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中元节

【解析】D。本题要求选出“不正确”的一项。“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节、正月半、

小正月、灯节等。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元节”。故正确答案为 D。

相关知识点：中元节又称“七月节”或“盂兰盆会”，为三大鬼节之一。中元节是道教的说

法，“中元”之名起于北魏，有些地方俗称“鬼节”、“施孤”，又称亡人节、七月半。根据古

书记载：“道经以正月十五日为上元，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十月十五日为下元。”中元节与除夕、

清明节、重阳节（除、清、九）等三节，都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

三、清明节

1.时间：二十四节气之清明当日，公历（阳历）四月五日前后──清明最早只是一种节气的

名称，其变成纪念祖先的节日与寒食节有关。晋文公为纪念介子推定“寒食节”，每年这天禁忌

烟火、只吃寒食，并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2.习俗：①扫墓（上坟），清明节是中国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最适合祭奠祖先、缅怀先烈

的日子。②春游（踏青），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是人们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

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系列体育活动的习俗（荡秋千、踢蹴鞠、打马球等）。

3.诗词：《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花村。

【真题回顾】

（2016江苏）下列诗句与传统节日对应不正确的是：

A.总把新桃换旧符──清明节

B.遍插茱萸少一人──重阳节

C.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元宵节

D.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七夕节

【解析】A。A项错误：该句出自宋代诗人王安石的《元日》，描写的是春节除旧迎新的景

象。贴桃符是春节的习俗，相当于现代的贴对联，从“新桃换旧符”可知该项对应错误。B项正

确：该句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描写了诗人在重阳节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C项正确：该句南宋诗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描写了元宵夜一对意中人在大街巧遇的场

景。D项正确：该句北宋诗人秦观的《鹊桥仙》。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诗人借牛郎织女悲

欢离合的故事来歌颂爱情。故正确答案为 A。

四、端午节

1.农历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是中国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端午”本名“端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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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初的意思。因为人们认为“五月”是恶月，“初五”是恶日，因而避讳“五”，称“端午”。

2.习俗：挂艾叶菖蒲榕枝、赛龙舟（所以又名龙舟节）、吃粽子、饮雄黄酒等。

3.诗词：①《午日处州禁竞渡》汤显祖：独写菖蒲竹叶杯，蓬城芳草踏初回。情知不向瓯江

死，舟楫何劳吊屈来。②《和端午》张耒：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

只留离骚在世间。

【真题回顾】

（2014浙江）上元节：赏花灯

A.七夕节：鹊桥相会

B.端午节：插茱萸

C.重阳节：登高

D.中秋节：游湖

【解析】C。第一步：判断题干词语间逻辑关系。

选项词语要满足传统节日与习俗的对应关系，即上元节的习俗是赏花灯。

第二步：判断选项词语间逻辑关系。

A项：“七夕节”的习俗是乞巧活动，对应错误，排除；B项：“端午节”的习俗是插艾叶，

对应错误，排除；C项：“重阳节”的习俗是“登高”，符合题干逻辑关系，当选；D项：“中

秋节”的习俗是赏月、吃月饼，对应错误，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五、七夕

1.阴历七月七日的晚上称“七夕”。中国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此夜在天河鹊桥相会。

2.七夕节本名乞巧节，所谓乞巧，即妇女在七夕夜月光下对着织女星用彩线穿针，如能穿过

七枚大小不同的针眼，就算很“巧”了；农谚上说“七月初七晴皎皎，磨镰割好稻”，所以这又

是磨镰刀准备收割早稻的时候。

3.诗词：《鹊桥仙》宋代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

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真题回顾】

（2017江苏）《大学》：《中庸》：四书

A.泰山：华山：五岳

B.物欲：财欲：六欲

C.朝夕：除夕：七夕

D.春风：秋雨：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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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A。第一步：分析题干词语间逻辑关系。

《大学》和《中庸》是并列关系，二者为四书的组成部分。

第二步：判断选项词语间逻辑关系。

A项：泰山和华山是并列关系，二者为五岳的组成部分，符合题干的逻辑关系，当选；B项：

六欲是中国古代区分感情的一种分类，一般指眼（见欲，贪美色奇物）、耳（听欲，贪美音赞言）、

鼻（香欲，贪香味）、舌（味欲，贪美食口快）、身（触欲，贪舒适享受）、意（意欲，贪声色、

名利、恩爱）。物欲和财欲不是六欲的组成部分，不符合题干的逻辑关系，排除；C项：朝夕指

的是一天中的早晚，除夕和七夕都是传统节日，不符合题干的逻辑关系，排除；D项：春风和秋

雨都是天气现象，二者不是四季的组成部分，不符合题干的逻辑关系，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A。

六、中秋节

1.阴历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正当秋季的正中，故称“中秋”。

2.习俗：中秋夜晚，月圆桂香，是赏月的佳节，旧俗人们把它看作大团圆的象征，所以，人

们会备上各种瓜果和熟食品特别是月饼，边吃月饼等边在庭院赏月。

3.诗词：《八月十五夜月》杜甫：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水

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

【真题回顾】

（2017辽宁）端午节：吃粽子

A.元宵节：元宵

B.中秋节：赏月

C.重阳节：游湖

D.除夕：守岁

【解析】B。第一步，判断题干词语间逻辑关系。

吃粽子是端午节的习俗，二者为节日和习俗的对应关系。

第二步，判断选项词语间逻辑关系。

A项：吃元宵是元宵节的习俗，而不是元宵。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B项：赏月是

中秋节的习俗，为节日和习俗的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保留；C项：重阳节的习俗是

登高和插茱萸，不是游湖，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D项：除夕的习俗是守岁，为节日和

习俗的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保留；比较 BD选项，B选项的月亮和题干的粽子都是

实物，但是 D选项的守岁是抽象的概念，因此 B选项更符合题干逻辑关系。故正确答案为 B。

（2012上海）“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也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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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苏轼的一首绝句，歌咏的节令是：

A.重阳

B.中秋

C.七夕

D.清明

【解析】B。根据题干中的“玉盘”“明月”可知这首诗描写了作者与弟弟苏辙久别重逢，

中秋共同赏月的乐事。写法上从月色的美好写到“人月圆”的愉快，同时也抒发了相聚后不久又

得分开的哀伤与感慨。故正确答案为 B。

七、重阳节

1.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因为《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

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也是中国的敬老节，在 1989年，

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

2.习俗：①重阳又称“踏秋”，这天所有亲人都要一起登高“避灾”，还要吃重阳糕喝重阳

酒、插茱萸和簪菊花、赏菊花并饮菊花酒。②是人们敬老爱老、思念双亲、渴望团圆的日子。

3.诗词：①《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

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②《醉花荫》李清照：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

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真题回顾】

（2009吉林）“细雨成阴近夕阳，湖边飞阁照寒塘。黄花应笑关山客，每岁登高在异乡。”

这首诗包含着我国民间的传统节令，这个节令是：

A.元宵

B.七夕

C.重阳

D.春节

【解析】C。诗中提到的“黄花”指的是“菊花”，在“异乡”“登高”远眺，传达的是对

故乡的思念之情，由此可推出诗中包含的节令是重阳节。故正确答案为 C。

（2013联考）中秋节：月饼：团圆

A.圣诞节：圣诞老人：礼物

B.清明节：扫墓：踏青

C.情人节：巧克力：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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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重阳节：菊花酒：敬老

【解析】D。第一步：判断题干词语间逻辑关系。

中秋节、月饼、团圆是对应关系，而且具有象征意义，中秋节吃月饼，二者象征着团圆。

第二步：判断选项词语间逻辑关系。

A项，圣诞节、圣诞老人、礼物是对应关系，圣诞老人在圣诞节前夜为每家每户送礼物，但

缺乏象征意义，礼物不是圣诞节和圣诞老人的象征意义；B项，清明节、扫墓、踏青是对应关系，

清明节是扫墓、踏青的节日，但是缺乏象征关系，踏青不是清明节和扫墓的象征意义；C项，情

人节、巧克力、约会是对应关系，人们在情人节送巧克力表达爱意，但约会并不只在情人节进行，

而且约会也不是情人节和巧克力的象征意义；D项，重阳节、菊花酒、敬老是对应关系，重阳节

和菊花酒，二者象征着敬老的含义。故正确答案为 D。

人人皆可创新

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但有人

认为创新是年轻人的事情，也有人觉得只有科技工作者才具备创新能力。事实上，人人皆可创新。

最近公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2016—2017》显示：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96.8万件、授权

26.3万件，居世界第一位。这其中固然有大量成果是科技工作者完成的，但也有不少是各行各业

的普通从业者完成的。（提示：事实论证，创新成果不少是各行的普通从业者完成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

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提示：习大大语录）可以说，

这一重要论述适用于各个领域。创新具有丰富内涵和多样形式，只要能突破陈规、有所推进，无

论大小都可以称得上是创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

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勇于和善于创新的人。只要积极进取、敢想敢做，就能进行不同程度、

不同类型的创新。

创新不唯年龄。年轻意味着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尤其是在“互联网+”条件下，

确实有一大批年轻人登上创业创新舞台，但创新并不只是年轻人的事。“蛟龙号”载人深潜项目

总设计师徐芑南，66岁重返工作岗位，77岁评上院士，81岁仍在不断创造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

（提示：事例积累）不仅在载人深潜、航空航天、高铁等领域，而且在金融投资、新兴产业等领

域，都有老一辈佼佼者。他们经验丰富、见闻广博，往往更能抓住事物的要害，在很多关键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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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创新不唯学历。学历代表的主要是人们受教育程度，而不一定是实际工作能力。农民工赵正

义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他苦心钻研 15年，发明了高效、节能、环保的新型塔基，并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提示：事例积累）这样的人和事还有很多。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错失到

大学深造的机会，但他们从未放弃学习，而是一直努力吸取新知识，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具有出类拔萃的创新能力。

创新不唯职业。广大知识分子堪称创新的主力军，但创新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工

人、农民等各类群体中也涌现出大量创新人才。“抓斗大王”包起帆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

新，走上了世界工程技术的最高领奖台。还有“金牌工人”许振超，（提示：事例积累）从一名

普通工人自学成为“桥吊专家”，练就“一钩准”“一钩净”“无声响操作”等绝活，先后 6次

打破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使“振超效率”闻名遐迩。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个人不论年龄、身份和教育背景如何，只要有一定专业知识或

专门技能，就能进行创新，为社会发展进步作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各类人

才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难得的机遇。当前，我国创新创造能力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们要不拘一格选才、育才、用才，让每一个有志成才的

人都有创新空间，形成人人皆可创新、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同时，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让每一个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创新性贡献的人都能得到物质回

报、精神激励。

（小结：作者开篇点题，引出当前创新成果不少是各行普通从业者完成的。引用习大大讲话，名

人名言论证了创新具有丰富内涵和多样形式。提出创新不唯年龄、不唯学历、不唯职业三个论点，

并提出相应对策：创新不唯年龄，老一辈的佼佼者在关键岗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创新不唯

学历，要不断学习，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不唯职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创新

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只要我们不拘一格选才、育才、用才，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就能让每一个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创新性贡献的人都能得到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