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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弘扬革命精神

重要论述的创新性贡献*

王春玺    何  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长

期执政条件下“为什么要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新时代要弘扬哪些革命精神”“新时代如何弘

扬革命精神”等重大问题，其创新性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将弘扬彻底的革命精神

放在统揽推进“四个伟大”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阐述了新时代进一步弘扬革命精神的必要性。

二是科学阐释了新时代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要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构筑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伟大建党精神标识了

党的革命精神的源头起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精神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革命精神在

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时代要求。三是提出了新时代大力弘扬革命精神的主要路径和方

法：要面向全体人民广泛开展革命精神教育活动，尤其要聚焦党员、部队官兵和青少年等重点

群体；发挥互联网在革命精神宣传中的作用，利用“红色地带”这一主阵地，坚持不懈地正面宣

传革命精神，对否定英雄人物和革命精神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要敢于亮剑；大力创作革命

精神题材的文艺作品，充分发挥人民化、时代化的文艺作品的正面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党和国

家红色基因库在践行革命精神中的作用，保护好、挖掘好、传播好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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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1](P162)“人无精神

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2](P47)革命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特有的政治资源，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提供

了丰厚滋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

党，“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

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3](P160)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时代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

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条件下“为什

么要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新时代要弘扬哪些

革命精神”“新时代如何弘扬革命精神”等重大

问题，为协调推进“四个伟大”，顺利实现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提供理

论指导和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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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了新时代革命精神在
统揽推进“四个伟大”中的战略定位

新时代弘扬革命精神的理论逻辑体现为：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由党始终

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这一性质决定的。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

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

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3](P70)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革命者不能丧失革命精神。

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我

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3](P15)新时

代弘扬革命精神的历史逻辑体现为：始终发扬

彻底的革命精神是党在百年奋斗中取得的重要

历史经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断取得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就是“凭着那么

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4]在革命战争年

代必须保持革命精神，毛泽东同志要求在建设

年代同样必须始终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

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

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P285)改革是中国的

第二次革命，革命精神是改革的“助推器”。正

如邓小平所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大大发

扬“革命和拼命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等精神。[5]新时

代弘扬革命精神的实践逻辑体现为：弘扬彻底

的革命精神是统揽推进“四个伟大”的内在要

求。换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将弘扬彻底的革命

精神放在统揽推进“四个伟大”的战略高度来

认识，阐述了新时代弘扬彻底的革命精神的必

要性。

（一）弘扬彻底的革命 精神是 进行 伟大

斗争的需要

今天，像战争年代那种血与火的生死考验

少了，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在

继续，“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重大

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的艰巨考验”。[6]在

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应对新发展阶

段党和国家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要战胜各种

重大风险和重大挑战，必须始终保持彻底的革

命精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

中强调，要统筹“两个大局”，“深刻认识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

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

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7]“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实际上是“彻底的

革命 精神”的重要体现。“干工作就是同矛盾

和困难作斗争”。[8](P60)党员领导干部如果缺乏

彻底的革命精神，就容易变成消极懈怠的“太

平官”、回避矛盾的“老好人”、见风使舵的“墙

头草”，难以把工作干到底、负责到底。高扬革

命精神、焕发斗争精神有利于广大党员群众在

伟大斗争中坚持制度自信，反对“一切削弱、

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

行”；在伟大斗争中强化宗旨意识，遏制“一切

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在伟大斗争

中坚持守正创新，破除“一切顽瘴痼疾”；在伟

大斗争中维护国家利益，打击“一切分裂祖国、

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在伟

大斗争中激发奋斗力量，战胜“一切在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

战”。总之，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艰巨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

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9](P12-13)

（二）弘扬彻底的革命精神是建设伟大

工程的需要

自我革命 精神是革命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党要始终成为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

梁，必须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自身过硬。2019年6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

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

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9](P529)只

有弘扬彻底的革命精神，才能把党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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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要清醒认识

到，党还面临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四

个不纯”“七个有之”等突出问题。这就要求我

们以彻底的革命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

时代伟大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广大党员干

部要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发现并解决问题；要秉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

旺盛的革命斗志”摆脱自己心中的“贼”、补足

自身的精神“钙”；[3](P15-16)要弘扬“宜将剩勇追

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与“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克服

“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要以“以猛药

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

腕的勇气”持续推进党的反腐败斗争。[10](P394)总

之，弘扬自我革命精神是深入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党保持

政治本色、巩固执政基础的内在力量。

（三）弘扬彻底的革命 精神是推 进伟大

事业的需要

伟大的事业呼唤伟大的精神。弘扬彻底的

革命精神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必然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让我们“大

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在中国和世界进

步的历史潮流中，坚定不移把我们的事业不断

推向前进，直至光辉的彼岸”。[3](P233)首先，只有

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党才能更好领导伟大社会革

命。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

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9](P71)其次，只有弘

扬彻底的革命 精神才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只有弘扬

彻底的革命精神，才能理直气壮回击“告别革

命”“否定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以及

企图将中国引向“老路”“邪路”的错误思潮，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弘扬

彻底的革命精神，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只有弘扬彻底的革命

精神，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守

正”“革故”“创新”。只有弘扬彻底的革命精

神，才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切

实有效地凝聚了党和人民推进伟大事业的价值

共识。再次，只有弘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勇于

改革的精神，才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

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

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佛系”啃不动“硬骨头”也

打不了“硬仗”，“躺平”涉不了“险滩”也闯不

过“激流”。只有坚持“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革

命精神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革命意志，才能

不断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才能把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新高度。

（四）弘扬彻底的革命 精神是实现伟大

梦想的需要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尤其要

弘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彻底的革命精神永不过

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追求梦想的

精神法宝。邓小平指出，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

发扬了“革命和拼命”等精神，最终取得了伟大

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

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

精神”。[5]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

史进程中，依然要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2021年7月1

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庄严宣布，中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

现，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7]在一个14亿人

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是敲锣打

鼓、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

艰苦的努力，必须“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

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

气神”。[4]因为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

为物质力量，凝聚成强大的中国力量。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党“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

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用富有

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1]彻底的

革命精神有利于激发广大党员群众的热情与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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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从而转化为改造现实世界、实现伟大梦想

的物质力量。

此外，新时代弘扬彻底的革命精神还是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如前所

述，必须弘扬彻底的革命精神才能实现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战略目标；全面深

化改革的力度广度比此前的改革更大，必须弘

扬“勇于改革、善于改革”的革命精神才能推动

全面深化改革这又一次“革命”；[12]“全面依法

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13]必须弘

扬彻底的革命精神才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这一

“深刻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伟大的自

我革命”，[14](P222)必须弘扬自我革命精神才能深

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一“伟大的自我革命”。

二、科学阐释了新时代所要弘扬
的革命精神的内涵和时代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精神

的科学内涵作了系统的阐述。从革命时期的井

冈山精神到新时代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

起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内涵十分丰富的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一）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

伟大的革命 精神根植于并服务于中国革

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2021年2月，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中国

共产党人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

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

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

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

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

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

神”。 [4]这就揭示了革命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的内在逻辑。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核心要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拼

命精神”、邓小平所说的“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的精神”以及习近平所说的“革命加拼命的强

大精神”。[4]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

部梳理的46个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伟大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之际予以发布。正是这种以革命加拼命精神为

核心内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中华

民族“站起来”提供了精神引领，激发了中华儿

女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志；为中华民族

“富起来”提供了精神支撑，鼓舞了党领导人民

投身改革开放的士气；为中华民族“强起来”提

供了精神保障，提振了党领导人民实现伟大梦

想的信心。

（二）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

根本宗旨、优良作风

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精神具有各自独特的

内涵，但这些革命精神的本质是一脉相承的。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在百年奋斗中

铸就的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

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

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4]

这些各具特点的革命 精神是激励我们不懈奋

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

厚滋养。从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可上

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15](P149)革命精神集

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共产主义

事业、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坚定追求。从“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16](P20)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

心为心”，[8](P257)革命精神集中显示了中国共产

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着践行。从“宜

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15](P74)到“自信

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9](P335)革命精神

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实事求是

等优良作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

信念、为民情怀、优良作风构建了革命精神谱系

的内核。

（三）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历史源头和高度凝练

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首

次对“红船精神”的基本内涵作了公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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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红船精神是“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

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

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7]他还认为，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源头。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进一步

提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

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

民的伟大建党精神”。[7]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并阐释伟大建党精神，“标识了党的革命精神

的源头起点”。[18]可见，伟大建党精神是“党的

革命精神的源头起点”，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

之源”，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高

度凝练”。[19]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蕴含着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因此，新时

期弘扬革命 精神首先必须把握革命 精神的源

与流，重中之重就是把握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

源——“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

（四）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精神呈现

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革命精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不同

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革

命精神突出表现为牺牲精神。为了信仰而英勇

献身是这一时期革命精神的主流。习近平在中

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到，“毛

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

族牺牲70多人”。[20](P71)正是靠无数革命先烈的

牺牲精神才打下了红色江山。习近平总书记对

美国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最寒冷的冬天》

一书中描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冒着强

大火力勇敢冲锋的不怕死精神”印象深刻，他指

出：“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21]他主张要世

世代代发扬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顽强、舍生忘

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勇做改革的弄潮儿。

这一时期的革命精神突出表现为“勇于改革、善

于改革”的担当精神，“这种担当精神，在革命

战争年代是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现在，就是要

勇于改革、善于改革”。[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革命精神突出体现为党的自我革命

精神、敢闯敢干的改革精神和创新精神。全面

从严治党“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

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3](P162)这种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决心和意志主要体现为

“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

骨疗毒，敢于壮士断腕。”[22]只有抓住不同历

史时期革命精神的主流和时代特征，才能更好

弘扬革命精神。

（五）革命精神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有

不同的时代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强

调“各行各业干 部 要又 红又专”。[ 9] ( P 516 )新时

代，革命精神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继续发扬

光大。航天战线的工作者“秉持航天报国的理

想和追求，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

取得了伟大成就。[23]广大航天人是“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

高素质人才队伍，传承并铸就了“伟大的载人航

天精神”，要把这种精神继续弘扬下去。[24]2017

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外交战线的同志们

永葆“四心”：即“对党忠诚、为国奉献的赤

子心”“开拓奋进、担当有为的事业心”“主动

学习、自我革新的进取心”“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的责任心。”[9]( P422- 423)2018年2月，习近平

总书记充分肯定了中铁隧道局集体年轻党员

传承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老成昆精

神”。[9]( P150)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一

代民营企业家弘扬“老一辈人艰苦奋斗、敢闯

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 业的精神”，把企业

做到最好。[9](P268)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分别肯

定了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工作者的革命精神，

呼吁各行各业工作者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继续

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

三、提出了新时代大力弘扬革命
精神的主要路径和方法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以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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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要加大正面宣传力

度，要经常讲、反复讲”。[25](P34)他还强调，要大

力弘扬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形成的革命

精神。梳理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他主要从教

育活动、宣传报道、文艺创作和践行等四个方

面总结了新时代弘扬革命精神的主要路径。

（一）面向全体人民广泛开展革命精神教育

活动

首先，革命精神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尤其

要聚焦党员、部队官兵和青少年等重点群体，注

重分类施教。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不同层次的教

育内容、教育目标。要注重党员的革命精神教

育，既要“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

产党人的精神脊梁”，[9](P49)还要教育全党不断

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的精神”，[26] ( P 327 )使全党在伟大的自我革命

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不断为党和人民事业

注入活力。对部队官兵的革命精神教育要围绕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等

内容展开，[27](P162)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

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军队政治

本色。[9](P42)对青少年的革命精神教育“既要注

重知识灌输，又要加强情感培育”，让革命精神

基因融入血脉、浸入内心，“引导广大青少年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8]教育者

要根据不同群体的教育规律深化对革命精神的

阐释、研究，从而增强革命精神教育的吸引力、

说服力和号召力。

其次，开展革命精神教育要坚持讲精神与

讲故事、讲历史的统一。只有空洞的价值观说

教，“价值观教育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29]革

命精神教育不是简单的文件宣读、浅显的政治

宣传，而是崇高的思想洗礼、深刻的政治引导

和广泛的社会动员。革命精神教育要注重讲故

事。故事承载着精神，“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

分重要”。[29]革命精神教育要着力从“讲事实、

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等方面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让听众从故事里

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革命精神教育要注重联

系历史。当然，对革命精神的教育“不能停留在

讲故事、听故事层面”，[25](P212)还要讲好历史、讲

透理论，引导听众“加深对党的历史理解和把

握，加深对党的理论理解和认识”。[4]精神在历

史中锤炼，革命精神教育要以大历史观剖析革

命精神的生成发展、内涵要旨，提升人民群众

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革命精神

教育还要注重联系现实。革命精神教育要有破

有立，紧扣“四个伟大”的时代要求，让革命精

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

力”。[30](P11)

最后，让崇尚革命精神的人及其后代讲革

命精神更有说服力。革命精神教育者可以是红

色革命家及后代、领导干部、知名学者，也可以

是大学生、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习近平

总书记主张“多请一些先进模范人物来现身说

法，党员、干部可以请，普通群众中的先进模范

也可以请”[31]或者让“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

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给大家听”。[27](P47)由崇

尚革命精神的教育者讲革命精神，更容易感染

人、打动人、影响人，更富教育成效。

（二）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革命精神宣传中

的作用

网上舆论工作是新时代宣传工作的重中之

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分为

“红色地带”“黑色地带”“灰色地带”。[2](P328)在

这“三个地带”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弘扬革命精神

的网络宣传，形成崇尚革命精神的舆论氛围。

首先，利用“红色地带”这一主阵地进行革

命精神的正面宣传。“主流媒体和网上正面力

量”构成的红色地带，“一定要守住，决不能丢

了”。[2](P328)一方面，强化主流媒体对革命精神的

宣传报道。主流媒体要多宣传报道革命英雄的

感人事迹及其革命精神。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

数字报纸、手机媒体、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体推

送革命精神专题内容，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基

层工作者撰写发表革命精神系列主题文章，满

足人民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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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黑色地带否定革命精神的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要敢于亮剑”。[2](P328)舆论工作要

“把握好时度效”，[25](P46)宣传革命精神要抓准

契机以提升效果。在革命精神宣传中，要旗帜

鲜明、理直气壮地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对英雄人

物及其革命精神的否定，“加强思想引导和理

论辨析”，澄清对革命精神、革命历史的片面理

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4]要深刻解读

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革命精神及其实质，为新

时代弘扬革命精神创造风清气正的舆论氛围。

最后，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地争取，使其

转化为红色地带”。[2](P328)“崇高信仰、坚定信

念不会自发产生”，要大规模宣传理想信念等

革命精神，“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25](P61)

网络作家、亚文化圈子等群体要积极推动革命

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摄影

作品增加革命精神元素、“小众运动”重温革命

路、“技术宅”还原历史场景、“历史宅”开展党

史系列宣讲等等，用优秀文化特别是革命精神

填充思想舆论的精神“缝隙”。

（三）大力创作革命精神题材的文艺作品

要鼓励创作革命 精神题材的文艺作品特

别是 影 视作品，发 挥 其正面导向作用。好 作

品“应该是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 益相统一的作

品”。[32](P20)一方面，革命精神题材的文艺作品要

拒绝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虚无化、恶俗化、快餐

化。所谓剖析革命精神绝不应“调侃崇高、扭曲

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

遵循客观历史也绝不是“善恶不辨、以丑为美，

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表达精神实质绝不是

“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地制造文化

“垃圾”。[32](P9)

另一方面，创作革命精神题材的文艺作品

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全面、辩证、历史地

呈现中共党史和革命精神，在学术研究、材料考

证的基础上赋予文艺时代气息，满足人民的精

神文化需求，激发人民群众弘扬革命精神的热

情。电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

《血战长津湖》、电视剧《觉醒年代》《大决

战》《功勋》、现代豫剧《焦裕禄》等赢得了广

阔的市场，深受广大党员群众好评，其重要原因

在于人民群众透过作品加深了对革命历史的把

握、对革命精神的认知，提振了投身民族复兴

伟业的精气神。

建党百年之际要不失时机鼓励“党史题材

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的创作，让革命精

神题材的文艺作品充分涌流，引导广大人民群

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中弘

扬革命精神，并转化为建功立业的物质力量。[4]

此外，革命精神题材的文艺作品是世界人民了

解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精神的重要途径。因此，

要讲好英雄故事、阐释好革命精神，“向世界宣

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

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

解”。[32](P15)

（四）充分发挥红色基因库在践行革命精神

中的作用

践行革命精神，离不开红色基因库。“革命

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

家红色基因库”。[33]红色基因库凝结了党的伟大

历史、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激发革命情怀、

弘扬革命精神、凝聚人民力量的重要场所。

首先，保护好红色基因库，保存好历史文

脉和革命精神。“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

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34]要尊重地

区个性化的红色基因库，展现底蕴十分丰厚的

党史、内涵十分丰富的革命精神，避免“千城一

面”的文化悲剧。“原汁原味”的红色基因库才

能更好地凸显精神、思想等内在价值，引导人

们从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和精

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到南湖看一

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

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对

“精神传承、思想升华”是有益的。[35]

其次，有系统地建设红色基因库，充分挖

掘革命精神的特殊价值。2021年5月，中央宣传

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

的指导意见》提出，在文化资源丰厚地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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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博物馆之城”“博物馆小镇”等集群聚落，

打造红色基因库。[36]一方面，注重从系统的红

色基因库中挖掘革命精神的深层价值。“建党

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

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

党的初心”。[9](P497)要透过有形的红色资源看到

无形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掘红色资源历史、文

化、政治等价值的目的是启迪现实，使人们在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与时俱进地弘扬革命精

神。另一方面，强化红色基因库的教育功能，增

强革命精神的诠释力和影响力。通过深化革命

精神研究、丰富革命精神课程体系、提升革命

精神讲解水平，改变过去“走走看看没有深入

思考、听听事迹没有深刻理解”的状况，使革命

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活”起来，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火”起来。

最后，将现代科技融入红色基因库，增强

革命精神的传播力和号召力。中共一大纪念馆

运用“沉浸式的影像空间，1:1比例复原中共一

大会址场景”“裸眼3D及幻影成像”等技术手

段，“形象生动演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时

刻”，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一心

为民等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参观者投入现

代化建设、完成民族使命的士气。[37]新时代，

红色基因库要运用现代试听技术、全息投影等

技术手段，采取“云展览”、短视频、纪录片、艺

术党课等形式，让红色资源“说话”、革命精神

“发声”，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革命精神的价

值认同和实践养成。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弘扬革命精

神的重要论述内涵十分丰富、意义重大，是新时

代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红色血脉的理论指南。对

革命精神这一“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38]新时

代统揽“四个伟大”、推进“四个全面”都要坚

持弘扬革命精神，夯实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底色，

书写中国共产党新的精神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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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Carrying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New Era

WANG Chunxi & HE Bei

Abstract: Ghe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carrying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new era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put carrying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at the height of implementing the “Four Greats”, which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further promoting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Second, explain the connota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The centennial struggle has built the CPC’s spiritual pedigree.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embodies firm belief, fundamental purpose and fine style.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identifi es the source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presents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Third, put forward the path to carry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Education is widely 
carried out, focusing on party members, the army and young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for publicity such as 
publicizing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red zone” and criticizing historical nihilism in the “black zone”. 
Creating popular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ks is conducive to guiding the society.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is practiced by using red gene bank to protect and sprea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a word, grasping 
the vital discourse and its connotations are of signifi cance for taking the “Long March Road”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Xi Jinping; revolutionary spirit; “Four Greats”;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red gene 
b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