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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杨精神是塔大人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胡杨精神是塔里木大学最深厚的精神品性，是塔里

木大学全体师生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在塔里木大学 60
多年的建校历史上，胡杨精神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全体

师生员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一面旗帜，在培养新时

代戍边人，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抵御三股势力渗

透破坏，推动兵团尤其是南疆的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中，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胡杨精神犹如一条紧系命运的红线，

牵引着一代又一代塔大人扎根边疆，建设边疆，激励着

越来越多的塔大学生为南疆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稳定不懈

努力。

60多年来，全体塔大人历经重重苦难却没有被压
垮，反而以此推动我们精神、意志、力量的提高和升华，

最终形成极富坚韧与执着的胡杨精神。从 1958年老一
辈革命家王震将军亲自倡导创办学校开始，面对恶劣的

气候条件，艰苦的生存环境，在祖国的召唤下，老一辈

塔大人走上屯垦戍边和培养人才的艰难道路。面对苦难，

塔大人始终秉承南泥湾革命传统和兵团的光荣传统，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培养人才的道路上自强不息，百

折不挠，甘于奉献，前仆后继。就像 100多年前，毛主
席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疾呼的“天下者，我们的天

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

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这朴素激昂的话语，

以炙热的情感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质朴的道理：奉献，

可以是无私的，可以是不需要理由的。这就是一代代塔

大人最本真的底色。

2  胡杨精神是独具鲜明时代内涵的文化范畴

胡杨精神是一种文化的范畴，在学校发展的不同阶

段，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

2.1 学校创建之初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倡导和传承的优良作风，

是党带领亿万人民从革命年代一路走来战胜了各种艰难

险阻，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显著政治优

势，是无比珍贵的传家宝。1956年，毛主席曾讲过两个

小故事，说明“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他指出，

我们宁愿在艰苦的时候吃酸菜，也不渴望资本家吃 5碗
饭，这是我们的本色。秋天来临，锦州的苹果大丰收，

辽西战役时期，我们的战士都没有去拿老百姓家里的苹

果，战士们自觉地认为，吃了人民的苹果是卑鄙的，不

吃是高尚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纪律就是建筑在这

个自觉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

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

的。”[2] 1958年为积极响应国家屯垦戍边的号召，加快边
疆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当时的新疆各项事业对人才的需

求非常之迫切。当时，王震将军积极主导并亲自主持一

定要在南疆建立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塔里木大学（原

名塔里木河农业大学）由此诞生 [3]。学校创建之初，从

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十多位老师，200多个学生，不畏
艰险，不畏恶劣，战风沙，斗饥饿，努力学知识，卖力

做工作。没有吃穿住，全靠自己来，就是在这样艰苦的

环境下，仍然建立起了南疆唯一一所高等院校。

2.2 学校曲折发展中自强不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时

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带领

十多万解放军进军新疆。新疆和平解放后，进疆人民解

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集体就地转业，组建新疆军区

生产建设兵团，经济上团结当地各民族群众以发展生产

建设新疆、政治上抵御来自疆内外的分裂势力以保卫边

疆 [4]。应培养人才需要，塔里木大学开始创建。创建之

初的艰难之不必说，发展道路上的曲折也不少。从 1958
年建校，前后经历 1960年学校更名，由原来的塔里木
河农业大学更名为塔里木河农垦大学，到 1969被解散，
1975年才恢复办学资格。艰苦奋斗的耐力加上自强不息
的豪气鼓舞了一代代塔大人在艰难曲折的办学和培育人

才之路上不气馁不懈怠，有条件勇敢办，没条件创造条

件办。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让塔里木大学的学子

遍布南疆大地，塔里木大学的名号也开始在越来越多的

老百姓心中留下不灭的痕迹。塔大的办学历程就是一部

艰苦创业史，也是一部曲折发展史，映照着塔大人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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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息的斗志，是胡杨文化最为波澜壮丽的生命之歌。如

果说塔大创造了屯垦戍边过程中办学的奇迹，那这奇迹

的创造正是塔大人身上凝结着的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精神最生动的写照。

2.3 学校稳步前进中扎根边疆
新疆和平解放后，各项事业的发展亟须有学历懂技

术的人才，若留不住人，新疆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塔里

木大学作为高学历人才的培养摇篮，作为南疆当时唯一

的高等学府，为新疆的发展输送人才是责无旁贷的责任

和义务。培养并留住人才才是提升当地发展的引擎。从

初建校只有 200多人，到 1976年前后全校已经有了 2个
本科专业，7个专科专业共 9届 43个毕业班学生。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后，学校从仅有的 203个招生计划学生，
到 1998年学校已经有 20届 209个本专科毕业班学生。
前后为新疆尤其是南疆的发展输送上万民毕业生，这中

间有超过一半的人留在了南疆大地上。经历长期发展后

的新疆各方面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与发达地区的差

距还是非常大。即便如此，留校的教师员工，毕业后奔

赴新疆各地的塔大学子，都选择扎根边疆，奉献边疆。

张忠翰先生的“十万雄狮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

外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5]既是兵团人的真实

写照，更是塔大人的真实写照。

2.4 学校取得成就后甘于奉献
学校于 1982年成为首批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高

等院校，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4年，经历
了前期多次更名之后，此时的学校正式把校名确定下

来，才有了今天的塔里木大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截

止到 2018年学校已经发展成为占地 2613亩，涵盖 11个
学院，60多个本专科专业的多学科并存且协调发展的综
合性大学。几十年来，学校的校名几经更替，学校的师

生员工也在流动变动，甚至校园的面积也变了又变，但

是，胡杨精神一直未变，维稳戍边，兴疆固边的初心和

使命一直未变。据不完全统计，建校 60多年来，塔里
木大学前后培养了 6万多名毕业生，其中 85%留在了新
疆，68.5%留在了南疆，52%的内地生源留在了新疆工
作，而且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涌现出很多先进人物。获得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荣誉称号的 60后吴翠云老师；荣
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 60后祁成年老师；获得
第 8届“兵团青年五四奖章”荣誉称号的 70后张锐老师；
获得“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的 80后李丹丹老
师等，这些优秀人物的涌现，以及他们对于周边人的引

领作用再一次生动地体现了胡杨精神的伟大，甘于奉献

就会有收获。

3  胡杨精神是兵团红色文化的精神基因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

源。”[6]这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推崇的，要走好中国未来的

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自救，国家的振兴，必须认识老

中国，而认识老中国社会之特征则是必要所在，这种必

要有其二：一是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一是要顺应时代

潮流 [7]。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 ?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

特质、精神脉络”[8]。

兵团红色文化，是兵团人在屯垦戍边伟大实践中创

造的，既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传承中国共产

党革命精神的核心价值，孕育于兵团文化之中又引领兵

团文化发展 [9]。主要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地域性、继

承性四大特征 [10]。而胡杨精神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浸润之

下淬炼而成，它始终秉承南泥湾革命传统和“抗大”作

风。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为新疆尤其是兵团的发展和

建设源源不断输送着有用人才。要弘扬胡杨精神，必须

尊重和传承兵团的历史和文化，若抛弃这个传统，丢掉

这个根本，就等于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历史和现实已

经无数次表明，一个抛弃掉或者背叛掉自己历史文化的

民族，不仅不能够发展强大起来，而且很可能让历史的

悲剧继续在现实中上演。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勇于

继承才能勇于创新。若要保持胡杨精神的生命力就必须

用它激活兵团红色文化的生命力，促进兵团红色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唯有如此，才能让胡杨精神生

生不息，永葆活力。

4  胡杨精神是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认同教育的宝贵精
神财富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

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

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伟

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铸就伟大的梦想。

新时代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实

现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只有传承并

弘扬好胡杨精神，才能为实现新疆尤其是兵团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做出应有之贡献。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社会主流价值认同

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从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胡杨精神属于社会意识形

态范畴，由一系列的思想观点和理念构成。其主要内涵

“艰苦奋斗、扎根边疆、自强不息、甘于奉献”中蕴含着

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认同教育的丰富内容，与党的十八大

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最深层意义的契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胡杨精神同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

二者都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中，它们所蕴含的价值意义，确立了全国各族人民在

价值观层面的“最大公约数”，为教育和引领新时代大学

生同心共筑中国梦提供了理性目标和价值指引。因此，

在高校中弘扬和继承胡杨精神可以把它切实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去，同时也能更好地发挥胡杨精

神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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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码树牌，提高了师生对校园树木的关注度。树牌本身

成为塔里木大学的特色之一，参与创作的同学从中体会

到极大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分批次制作的主题树牌为本

科教学评估（2018年 9月）、六十周年校庆（2018年 10
月）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庆典贡献了力量，表达自己

的爱校爱国情。

树木学课程应用“一体化”教学方法，取得了较好

的教学效果。理论、实践与现场教学的有机结合，增加

了学生的参与度，丰富了学生探索与实践的内容，提高

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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