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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辽宁精神认同与弘扬问题调研报告 
◆高晓娟  纪雪莹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10000） 

 
摘要：宣传和弘扬新时代辽宁精神，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迫切需要，为了加快推进辽宁的

全面振兴，新时代的辽宁必须要有新指导，新担当，新作为，紧跟党和

国家的政策，实现辽宁省的经济结构的转型。本文以珠东社区为例，采

取问卷实地调查的方式来探究新时代下辽宁精神认同与弘扬问题，并结

合珠东社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期望能对新时

代辽宁精神的认同和弘扬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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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宁省提出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原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近年来，辽宁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委的宣传部门坚决贯彻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自从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辽宁省在新的指导思想下，在思想理论武装，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
拿出新思路、新举措、新办法。所以提出了新时代的辽宁精神，
它是辽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全面
振兴实践的转化形态。 

（二）进行全面振兴的思想需要 
辽宁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辽宁人民创

造了新中国工业的辉煌，为我国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做出来历史性的贡献。工业兴，则经济兴；经济兴，
则辽宁兴，这是辽宁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写照。随着我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经济结构必然
会发生变化，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越来越重要。习总书记在
2013、2016 年先后两次指出：辽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有过
辉煌，也有过低迷。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了实现经济
结构的转型，为辽宁省各项发展焕发新春。所以辽宁省根据本省
的实际需要，提出了新时代辽宁精神，给辽宁省进行全面振兴提
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指导。 

二、新时代辽宁精神认同和弘扬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知与行存在着脱节 
珠东社区的居民对新时代辽宁精神的情感认同进而逐渐形

成自己的价值观，并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将这种精神外化自己说
理解的实践。实践行为作为认同结果的外在表现，是认同的最终
目的，反过来对认同也可以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经对珠东社区
调查问卷的统计显示，绝大部分的珠东居民通过手机、电视、上
网等一些方式对新时代辽宁精神进行了解。在是否认同新时代辽
宁精神，有 99%的居民选择认同。 尽管大部分社区居民认为新
时代辽宁精神需要一直传播和弘扬下去，仍有相当数目的社区居
民认为新时代辽宁精神虽然是好的，但是还是有些居民认为新时
代辽宁精神很高大上的，总觉得其离自己太远，一直以来总是从
表面上的所表达的字面意思与它进行接触，从未跟自己“亲近”
过。这与社区居民平时较多侧重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被动接受相
关知识的灌输是分不开的。 

（二）信念有待坚定 
信念与认同作为人的情感认识的重要方面，二者之间是缺一

不可的，存在着相互促进，互相依存的关系。缺乏认同，信念就
无法形成，同时信念的缺失也会无法达成认同。各级相关部门通
过教育把新时代的辽宁精神的具体内涵化为社区居民的坚定信

念，给辽宁精神精神赋予新的、具有时代性的意义。通过调查我
们发现，绝大多数的社区居民高度赞同新时代辽宁精神，并能够
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积极传承和弘扬新时代辽宁精神。在是否主
动学习过新时代辽宁精神的问题中，很少主动学习占比 40%，没
有主动学习占比 20%，这说明在新时代辽宁精神的认同和弘扬问
题上，有一部分的居民缺乏学习和弘扬新时代辽宁精神的信念，
在对新时代辽宁精神的了解程度的调查中，没有深入了解新时代
辽宁精神占比 80%，由此看出，仍有一部分社区居民没有积极主
动的了解新时代辽宁精神，社区居民在对于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学
习方面还往往较为被动，意志力较为薄弱，所做努力还远远不够。 

（三）理性认识有待加强 
理性认知作为实现客体主体化的基础和前提，是主体意识向

更高级别发展的起始点。社区居民要树立对新时代辽宁精神的认
同和弘扬意识，最基本的应该对新时代辽宁精神有一个整体的把
握，同时也应对新时代辽宁精神所涉及的时代背景、新时代辽宁
精神的具体内涵以及新时代辽宁精神的传播方式和途径有基本
的了解。但是，问卷调查数据显示，社区居民在对新时代辽宁精
神的认知方面仍然表现的较为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对新时代辽宁精神的时代背景了解程度方面，“完全不了解”
的人占 9%，“基本了解”的人占 41%，“完全了解”的人占 37%，
“不太了解”占 10%，只有极少数同学对新时代辽宁精神“非常
了解”；在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内容“长子情怀，忠诚担当，创新
实干，奋斗自强”了解和认知程度上，大部分居民表示听说过；
在对具体的新时代辽宁精神的核心内涵的选择上，很大一部分社
区居民会“张冠李戴”，混淆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具体内涵，可见
他们对新时代辽宁精神似懂非懂，但谈不上真正了解。在对新时
代辽宁精神具体内涵的层面上，相当一部分同学认识的较为片
面，不能真正了解各具体新时代辽宁精神所包含的核心成分。在
前面内容我们提到，理性认知作为实现客体主体化的基础和前
提，是主体意识向更高级别发展的起始点。可现实中却有社区居
民对新时代辽宁精神根本就没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又怎么谈得上
对新时代辽宁精神有所认同呢？怎么去弘扬新时代辽宁精神呢?
怎么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呢。 

三、新时代辽宁精神认同和弘扬问题的思考  
（一）坚持问题导向，顶层设计和居民践行双向根植  
在对珠东社区关于新时代辽宁精神的认同和弘扬问题的调

研中,100 份有效问卷中对新时代辽宁精神的认同率高达 99.5%, 
但同时也存在对新时代辽宁精神内涵理解和时代背景理解的差
异性。针对这些问题,社区领导可以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经
过对社区领导的访谈，我了解到珠东社区拥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社区领导可以利用这一公众号，建立一个专门的版块，具体介绍
新代辽宁精神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内涵 ，同时还可以通过主题活
动、榜样示范、宣贯培训、形象塑造、典礼仪式等多种形式, 将
新时代辽宁精神植入社区居民的生活实践, 这样能极大地增强
了广大的社区居民热爱辽宁、奉献辽宁的责任感和光荣感,凝聚
了正能量。深化新时代辽宁精神主题宣传教育一定要坚持理想信
念,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 鼓励社区实现自我教育, 着力解决主
题实践活动与社区思想“两张皮”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坚持
务实管用的原则, 不断创新活动的方式和载体。 

（二）必须抓住认同和弘扬主体，注重全员参与 
辽宁省能够取得的今天成就, 其关键成功要素之一就是有务实
敬业的辽宁人民。吃苦耐劳、拼搏奉献、务实敬业、敢为人先的
辽宁人民是辽宁省重要的资源, 是辽宁省持续发展的基础。珠东
社区居民作为辽宁人民的一份力，理应感到自豪，因此,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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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社区居民作为新时代辽宁精神培育和践行主体和根本依靠, 
突出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 特别是发挥好青年社区居民的作用。
新时代辽宁精神面对不是某一件事，某一个人，而是面对的千千
万万的辽宁人民。所以弘扬和认同新时代辽宁精神，最关键的是
辽宁人民对新时代辽宁精神拥护不拥护。在社区中深化新时代辽
宁精神认同与宣传教育一定要注重挖掘、培育、宣传社区中先进
典型。让广大社区居民与先进个人零距离接触, 感受先进个人对
于认同新时代辽宁精神的魅力, 自觉接受新时代辽宁精神中先
进事迹的熏陶。要组织贴近社区居民心理、年龄特点的新时代辽
宁精神宣传教材, 形象解读新时代辽宁精神的深刻内涵, 利用社
区居民接受信息渠道最多的微信、微博、QQ 等新媒体新时代辽
宁精神的背景和历史教育, 引导社区居民立足生活、感恩奉献。
做到每一个社区居民能够采取适合自己的方式认同和弘扬新时
代辽宁精神。 

（三）必须突出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以上率下形成氛围 
珠东社区共有自管党员 178 人，下设 4 个党支部，在职党员

248 名，下设两个党支部。社区党委十分注重党员的教育和管理，
坚持经常性的走访慰问，通过抓党建促和谐，党员的核心作用已
经形成。认同和弘扬新时代辽宁精神,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
领员工的思想和行动, 必须积极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 
上行下效才能蔚然成风。要带头学习,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辽宁省的历史文化、新时代辽宁精神的认同和宣传教育融入“两
学一做”专题教育的日常中, 使广大党员干部全面深入领会其精
神实质和时代价值, 增强践行的自觉性;要带头宣讲。利用各种契
机形象地阐释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内涵, 发好辽宁声音, 讲好辽宁

故事, 增进社区居民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提高影响力;增强
践行的自觉性。要带头实践, 自觉用新时代辽宁精神指导实际行
动, 自觉改造人生观和世界观, 自觉加强党性锤炼, 抵制歪风邪
气, 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人格力量引领社会风气, 在社区内形成
比奉献的良好社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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