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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

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②。1

一、党的革命精神内涵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淬炼锻造了红船精神、井

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

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

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

贫攻坚精神……这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③，将汇入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赓续民

族之魂，磅礴民族力量，涵养民族精神。

二、革命精神的时代意义

1. 党的革命精神，在党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以 史 为 镜， 可 以 知 兴 替 ”“惟 殷 先 人， 有 典 有

册”……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著史、修史、学史的优良传

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回

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

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党的革命精神，在党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如同火炬

照亮道路，好似北辰指引方向。党的革命精神，彰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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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开天辟地的智慧和勇气，承载着我党历经生死的苦

难和辉煌，那些思想力量被一代代共产党人凝聚起来，

那些红丝基因被一代代共产党人传承下去。“仁者不以盛

衰改节，义着不以存亡易心。”面对大革命失败，曾经的

共产党人迷茫过；面对秋收起义失败，曾经的共产党人

受挫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曾经的共产党人也被质疑

过。然而，井冈山上的共产党人向我们昭示了他们坚定

的理想信念，他们团结战斗，执着前行，成为了民族的

精神支柱，昭示后人，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奋进。“为国

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

根本宗旨④，毛泽东同志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生死观

在《为人民服务》这一篇文章中阐述的淋漓尽致。人民

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

众中去，为人民谋幸福，做人民好公仆。“红军不怕远

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革命先辈披荆斩棘、浴血奋战

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中依然能激发奋斗伟力，

激励我们拼搏奋斗，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整

装出发，走好新的长征路。

2. 党的革命精神所蕴含的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

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

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每一个革命精神都蕴含着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

大底气。革命精神的文化力量，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力量，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体现着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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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①。一百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淬炼锻造了很多革命精

神。新时代立足博物馆自身特点，如何继承这些精神，如何发扬这些精神，值得探索与实践。革命精神如火炬之光，

似北辰之向。博物馆作为市民接受先进文化的窗口，起着举足轻重的宣传作用。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

大成果，本文拟从认识党的革命精神内涵、革命精神的时代意义、如何利用博物馆继承与发扬党的革命精神三个方

面展开阐述，论证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精神这一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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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价值追求。文如春雨，润物无声，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革命文化参与塑造了个人刚健激越的性格，参

与形成了社会奋进拼搏的风气，参与坚定了文化自信，

进一步参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党的

伟大革命精神，绽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花园

中，光辉灿烂，砥砺我们艰苦奋斗、不忘初心、奋进拼

搏。

3. 党的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党的革命精神是指引

我们不惧风雨披荆斩棘顽强奋斗不断前行的强大武器。

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马克

思主义是发展的，是开放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

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铸就了自己的强大思想武

器。

三、博物馆在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精神中的实践

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精神，是新时代摆在共产党人

面前的光荣课题，也是各类博物馆应付诸行动的光荣实

践。

一寸山河一存血，一抷热土一抷魂⑤。江山，是红

色的江山，红色，是英雄的鲜血。在新中国的土地上，

几乎在我国的每一个省份，都有英雄的故事，都有革命

教育基地。宁夏是陕甘宁革命老区的一部分，作为博物

馆，善用红色资源，讲好英雄故事，传承革命精神，是

我们的光荣使命。

1. 利用博物馆党建，在青少年中，创新宣讲形式

长期以来，青少年接受革命精神教育存在形式单调

的问题，局限在课本中学习，在课堂上学习。形式不够

活泼，内容不够丰富。如何创新宣讲形式，是博物馆当

下应该思考的问题。在博物馆增加党建长廊建设，可以

有效弥补这一不足。

很多的博物馆专注于反映所在地区历史风貌、气候

环境，人文水土，而较少关注于党建工作的宣传。博物

馆的党建长廊建设，不仅丰富了博物馆的展陈，有效吸

引进馆人群，丰富观影人群层次，还可以有效宣传党的

革命精神，形成文化倡导。积极引导青少年参观博物馆

党建长廊，让革命精神参与形成青少年性格，培养他们

爱党爱国、艰苦奋斗、昂扬自信的优秀品质；让革命精

神为青少年成长提供精神动力，参与形成青少年的价值

观，丰富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从而使青少年遇失败挫折，

仍坚定理想，并善匡补过；遇艰难险阻，仍奋勇拼搏，

并智慧从容。

2. 利用博物馆党建，在党员中，加强革命精神的学

习、创新和应用

地质博物馆是联合支部主题当日活动的首选场所，

党建观摩阵地建设，可以成为全区各个单位学习交流党

建的平台。以“党建 +”为主线的博物馆党建工作，可

以有效提升公益性科普服务水平，创建有党建、科普、

宣传、展示平台。

支部结对共建，提高党员组织生活质量、丰富党员

活动形式，交流学习党建经验的重要载体。2019 年以来，

地质博物馆大力推进“馆 +”合作模式和联合开展主题

党日，围绕馆公益性科普服务职能，强化落实馆 + 馆、

馆 + 校、馆 + 单位、馆 + 旅行社等方向的共建合作，签

署联创共建协议，进一步探索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工

作思路，创新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实现党组织之间优

势互补，达到了“激发党建队伍活力，助推中心工作提

升”的目标。

打造“1+4+X”主题党日活动阵地，地质博物馆通

过提供精准式菜单服务，规范流程，确保来馆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的单位能一站式完成独具特色的主题党日活动，

为来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单位提供参观、学习、研讨

交流、党性锻炼的平台。自 2019 年党建阵地建成以来，

地质博物馆年接待党建观摩团队 100 余个，接待总人数

近 3000 人次，党建示范阵地作用影响力日益提升。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教育广大党员不忘

初心，奋勇前进。

加强群团工作，发挥馆团员青年作用。地质博物馆

充分利用科普平台，开展地质特色公益活动，丰富博物

馆文化活动，激励广大团员青年立足岗位、创先争优。

其中，与闽宁中学组织的“点亮校园微心愿，争做地质

圆梦人”活动和馆团支部组织的“圆梦微心愿、携手助

扶贫”等活动，得到各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心愿虽小，

能量很大。

积极调动广大党员干部投入志愿科普服务，创建品

牌、突出特色，成立了“科普志愿者服务队”，设立党员

先锋岗，搭建“扶贫助困”和“地质科普”两个志愿服

务平台建设，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一方面丰富展陈，积

极创新，吸引游客进馆参观，一方面实施走出去战略，

让博物馆流动起来。地质博物馆拥有自身特色科普项目，

开展流动地质博物馆、公益讲堂、关爱留守儿童、义务

献血等活动；积极推进“地学科普课堂”进校园，“地学

大讲堂”进社区，地质文化进项目驻地，联合各类中小

学校开展了学雷锋结对共建帮困助学活动；到儿童福利

院，开展“学习雷锋精神，关爱天使儿童”送爱心活动

等等。

地质博物馆开辟了党员宣誓阵地，一是铭记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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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教育引导本馆党员、干部、职工和来馆游客

铭记党的恩情，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

党。二是坚定信念，树立自信。以厚重的“仪式感”促

“责任感”，旗帜鲜明地亮出党的标志，让党员活动更加

规范，感受全面从严治党的氛围，引导党员增强党员意

识、提升党员活动归属感。三是凝聚思想、激发动力，

服务发展。

3. 在全社会中，大力倡导革命精神，打造品牌活动

创作以革命精神为内核的文艺作品，不仅讲述革命

英雄事迹，也讲述以革命精神为引领的普通人的奋斗生

活，使整个社会从红色资源中汲取精神营养，获得前进

力量。把革命故事讲得有趣，把革命精神讲得贴近人民

群众，创作出让人民喜欢看、主动追的作品。

地质博物馆作为公益性科普服务单位，始终将科普

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在科普工作中践行共产党人的宗旨

意识，把贯彻习近平来宁视察的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

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落实到馆科普服务中。为此，将党建

工作与科普服务工作深度融合，将“党建 + 地学科普”

特色品牌作为亮点工作进行打造。依托科普项目，打造

“党建 +”项目品牌。地质博物馆先后推出了研学游、流

动地质博物馆、小小讲解员、地学夏令营、博物馆奇妙

夜、宝玉石节等特色品牌项目，紧紧围绕科普服务职能，

利用世界地球日、科技周、博物馆日等开展科普服务活

动，将地质文化与党建文化深度融合，凸显了服务社会

的作用，同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地质博物馆是宣传地质文化的窗口单位，发挥着舆

论主阵地的作用。地质文化是广大地质工作者长期奋战

在野外一线，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形成的行业风气、

积累的社会底蕴、彰显的行为规范、追求的共同愿景。

“三光荣”传统、“三特别”精神是地质文化的缩影，继

承和发扬优秀地质文化，教育广大党员，要学好党史国

史、认清国情、坚定信念、勇于奉献，同样是地质博物

馆的使命追求。

百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红船出发，淬炼锻造

的一系列革命精神，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铸就成党史中一座座丰碑。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精神，

探索和创新更多更好的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责

任，是各类博物馆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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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 2021 年 2 月 25 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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