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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惠女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弘扬路径 
蔡惠丽 

（仰恩大学  362100） 

摘要：惠女精神是在极端艰苦恶劣的条件下铸就而成的，是惠安女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惠女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的和谐统一，既彰显了民族精神的底蕴，又焕发着时代精神的光芒。随着时代的发展惠女精神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全

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不断深入挖掘惠女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营造弘扬新时代惠女精神的浓厚氛围，推动惠

女精神与城市经济文化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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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接续奋斗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团结带领

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铸就了伟大精神，共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以地方区

域性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依托的各种精神。惠女精神是惠安女

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是我们

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入研究惠女精神的基本内涵,探究弘扬新时代惠

女精神的途径，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惠安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彰显出的巨大

勇气和强大力量。 

一、惠女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重的水旱灾害，党和政府把兴修水利作

为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业。目前全国已建成 9.8 万多座水库，

其中惠女水库是全国唯一一座由女性为建设主力军完成并纪念命

名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1958 年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兴起群众性大规模建设水利工

程，惠女水库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修建成的。1958 年至 1960 年

间，为解决缺水问题，以上万名惠安妇女为主力军的干部群众积极

响应党委号召，在极其艰难恶劣的条件下，凭借“锄头、畚箕加地

瓜干”，建成库容达 1.2 亿立方米的惠女水库，并配套建设干渠 82.83

公里，支渠 91.36 公里，灌溉面积达到 8.42 万亩，使得十年九旱的

“地瓜县”变成了“米粮仓”。[1]1959 年，惠安乌潭水库改名为“惠

女水库”。1963 年，《福建日报》社论《惠女颂》第一次提出“惠女

精神”这个概念。2009 年，泉州市委作出《关于开展“弘扬惠女精

神，提振创业激情，促进科学发展”活动的决定》，将惠女精神概

括为“艰苦奋斗、尊重科学、无私奉献、拼搏创业”[1] 

它既蕴含着着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又焕发着时代精神的蓬勃

生机，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发展，涌现出“八女跨海征荒岛”、

大岞海防女民兵、小岞林场护林员等一系列典型。 

2021 年 7 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惠安县在第十四次党代会提

出了“团结奋斗、弘扬美德、胸怀梦想、奉献时代”的新时代“惠

女精神”，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惠女精神的内涵。这既是对原有惠

女精神的弘扬传承，也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新时代的惠女精神

的创新性发展。经过六十多年的时间，惠女精神在快速变化的时代

潮流中内涵也在不断丰富，进入到新时代，惠女精神更是指引和推

动着惠安的高质量发展，展现出惠女精神的生命活力。     

二、新时代惠女精神的基本内涵 

（一）团结奋斗是强大动力 

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出：“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

难险阻，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3]60 多年前的惠安水

旱灾害严重，祖祖辈辈不堪其苦。在当时一穷二白、极为艰难的条

件下，建设大型水库无疑是一项伟大且任务艰巨的事业，为改变惠

安当时穷山恶水、田瘠粮缺的贫困落后面貌，参与水库建设的 4.1

万人中就有 3.5 万女性从远在几十里乃至百余里的家中走了出来，

背上锄头、畚箕和地瓜干，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披荆斩棘、勇往

直前，靠着不怕苦、敢吃苦、团结协作的精神将惠安"变赤地为青山，

变地瓜县为米粮川”，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如今的惠安女已然改变了过去没有文

化、只会料理家务、做粗活重活的形象。惠安女不但善于顾家、务

农，更是以“敢拼敢闯”的劲头，投身改革大潮中，积极创业、爱

拼敢赢，将惠安女自力更生、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到改

革开放之中，撑起惠安各项事业发展的半边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百年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

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创造历

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不同的时代赋予艰苦奋斗不同的新内涵，但是

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传家宝。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的时代条件下，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的新征程上，我们尤其需要大力发扬团结奋斗精神。 

（二）弘扬美德是靓丽底色 

惠安女以奇特的服饰，吃苦勤劳的精神闻名海内外，是闽南海

岸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她们身着“黄斗笠、花头巾、短上衣、银腰

链、大筒裤”的奇特服饰，风姿绰约、婀娜多姿，就像诗人舒婷笔

下所赞美的“在封面和插图中间，成为风景，成为传奇”。她们不

仅仅具有“外在美”，更有“勤劳勇敢、贤惠善良、孝亲敬老、艰

苦朴素、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等内在美德。福建惠安在历史上是

一个闭塞贫穷且“十年九旱”“十雨九涝”的地方，在旧社会年代

绝大多数男人外出谋生或出海打渔，常年在海上工作生活，一去就

是一年半载以上。而家里的日常重担则压在了惠安女身上，孝敬公

婆养育子女一肩挑，洗衣做饭、种菜养鸡鸭、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

有条。惠安女吃苦耐劳、甘于奉献，撑起家庭半边天。在建国后大

兴水利的特殊时期，惠安女面对家乡常年缺水的情况，为了让清流

涌进家乡浇灌希望的田野，为了让当地家乡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

她们挺身而出，战天斗地，下海、耕田、修水利、扛石头、拉板车……，

肩扛担挑、上山下海，舍小家为大家，不计酬劳，不求回报，书写

了“万女锁蛟龙”的壮丽诗篇。惠安女既有着如水一般的灵动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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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更有着石质一般的坚硬和沉稳，在这里，水和石的矛盾对立且

和谐，成为一种独特的美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

的迅速发展，社会上思想观念呈现多样化，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

新一代的惠安女无论着装还是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但是惠女传

统的优秀美德需要继续传承与弘扬，广大的惠安女在各行各业兢兢

业业、攻坚克难，赋予了传统美德新的时代内涵。 

（三）胸怀梦想是精神支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

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

为了使建设水库的宏伟设想更快更好地变成现实，数万名惠安女为

建设主力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披星戴月、默默奉献，书

写了一部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奋斗史诗。惠安女既柔弱如水，善

利万物而不争，又坚强如石，踏实勤快。建设水库，让家乡不再干

旱缺水是她们的梦想。胸怀梦想的惠安女面对困境，不坐以待毙，

迎难而上，向大自然开展，靠的是一种理想,一种精神,一种信念。

她们不仅胸怀伟大梦想，在还有智慧，有方法，懂科学。新中国成

立之初，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建设大型水利工程，只靠满腔

热情远远不够，还必须尊重科学、遵循规律。广大惠安妇女虽然文

化程度不高，但她们有勇有谋，不仅参与挖泥、抬土、垒坝等脏苦

累的工作，还在劳动过程中不断破解建设中出现的难题，一起研究

办法，提出 700 多条合理化建议，缩短了工期。此外还进行了水利

工具改革和技术革新，先后仿制和创制了 54 种 4000 多件便捷工具，
[4]创造了许多高效的操作办法。胸怀梦想，付诸行动，脚踏实地，

苦干巧干，在建国初国家最困难时期，经过苦干加巧干，她们建成

了这座国家级大型水库、泉州第二大水库，福建省第八座大型水库，

成就了“水”的梦想。 

(四）奉献时代是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

奉献。”奉献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徳，也是全人类共同的价

值追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连年战乱，水旱灾害频发，惠安全

县 50.7 万亩耕地中仅有 7%的耕地是有水利灌溉设施，其余的大部

分田地只能“靠天”，栽种薯类等旱作物，是远近闻名的地瓜县。

为了改变家乡的贫瘠，惠安县政府决定修建水库解决缺水问题。在

负责建设大坝施工任务的 1.5 万名民工中，妇女占 80%以上。由于

那个时代物资匮乏，交通极为落后，她们面临的不仅是缺衣少食，

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等问题，还要面对各种突发的恶劣天气。但她

们不惧艰辛，不计较个人得失，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

历时近 20 个月终于成功建成大型水库，造福一方百姓。惠女水库

的修建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了摆脱贫困，为了强民富民

而孜孜以求、不懈奋斗、奉献时代的缩影。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里，在一千多个日夜里，数万名惠安女未曾想到自己的付出劳作会

被凝炼升华成一种精神、一座丰碑。如今，60 多年年过去了，美丽

的惠女水库水质清澈、波光粼粼，数十年来滋养着千千万万辛勤劳

作的当地人，而惠女精神也必然会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踏上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越是

面临艰巨任务、严峻挑战，越是需要奉献时代的惠女精神。     

三、新时代惠女精神的弘扬路径 

在极为艰苦恶劣的条件下铸就的惠女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体现，是推动泉

州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焕发着时代精神的蓬勃生机。伟

大的事业呼唤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引领伟大的事业。勤劳勇敢、

无私奉献的惠安女是时代的最美使者，惠女精神是社会的精神坐

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继承和

弘扬惠女精神的优良传统，从惠女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一）深入挖掘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经过文献调查，目前对于惠女精神的内涵、时代价值的文献较

少，大多停留在讲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惠女故事，相关史料也较

少。弘扬惠女精神首先应当阐释清楚惠女精神的精神内涵，深入挖

掘其在当代的时代价值，同时也要不断丰富新时代惠女精神的内

涵。通过编写惠女故事系列学生读物，将惠女精神融入到各门教材

中，把惠女精神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弘扬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以及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加强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和

党史教育，坚定爱党、爱国、爱家乡的信念和情怀。 

（二）营造弘扬新时代惠女精神的浓厚氛围 

第一，创新宣传载体和平台。借助抖音、小红书、微博、微信

直等载体和平台进行广泛宣传，开展惠女精神征文、摄影、短视频、

文创设计大赛等特色鲜明的活动，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关注和弘扬惠

女精神的良好氛围。第二，将惠女精神融入思政教育。讲好“惠女

精神”，讲好“惠女”文化，将新时代惠女精神与思政相结合泉州

大中小学校要发挥当地红色资源育人的独特优势，充分挖掘惠女精

神在思政教育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教育引导青学生厚植爱国情

怀、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同时，将新时代惠女精神

融入校园文化和实践活动。鼓励、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

践活动、参观学习惠女水库纪念地、惠安女服饰博物馆、惠安女民

俗风情园等更全面德了解惠女文化、惠女故事、惠女精神。 

（三）推动惠女精神与城市经济文化融合发展 

弘扬惠女精神不仅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更要在实践层面探索

弘扬惠女精神的路径。惠女精神是泉州人爱拼敢赢精神的重要体

现，是泉州惠安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更是推动泉州高质量发展超

越的精神力量。充分挖掘更多传承惠女精神的典型榜样，引导全市

干部群众把自己的人生追求融入到为祖国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

福的奋斗之中，牢固树立、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开拓

进取，敢拼会赢的劲头，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泉州新篇章贡献磅礴力量。同时，以惠女精神为品牌推动当地旅

游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修建完善惠女水库纪念馆，创建

惠女精神主题公园、惠女精神传承教育馆等，推动惠女精神文化资

源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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