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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精神谱系” 赓续红色基因 

——从百年党史中激发砥砺奋进的精神动力 

张煜婕 

(中共高平市委党校  山西  晋城  048000) 
  

摘要：“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的这句名言镶嵌在我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党的一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诞生近百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由“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到“惊天动地”的伟大飞跃，靠的是什么？答

案就是精神的力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作为兴国强国之魂，中国精神已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力量。

进入新时代，使党的精神谱系薪火相传永放光芒，才能驱动满载希望的“中国号”巨轮向着幸福进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理想信念 

 

一、初心百年见精神——精神谱系的形成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腐败无能，

曾是世界强国的中国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境地。“四万万

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为了“挽狂澜于既倒”，封建阶级、

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都曾为之努力，但最终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21 年 7 月，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红

船，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党的初心之旅。开天辟地，敢

为人先是早期共产党人的信仰选择，“红船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

神之源，是百年大党精神谱系的开篇之作。也为党的精神谱系筑牢

了根基，打牢了底色。以此为发端，我们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伟大实践。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中国革命该如何继续”的问题，

1927 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其背后蕴含的信心和信念，是井冈山精神

的生动体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为了革命胜利，

党领导红军踏上了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征途。依靠“坚定的信念、

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尊重实际的作风、众

志成城的凝聚力”，血战湘江、遵义转折、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

地···，最终，我们取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1935 年 10 月，

中共中央来到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在延安的 13 年，为了战

胜艰难困苦、打破封锁、克服生存困难，延安军民创造了伟大的延

安精神。在延安精神的支撑下，我们夺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进而夺取全国政权。1949 年 3 月 23 日，这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毛泽东告诫全党，只有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赶考”精

神，中国革命才能不断取得胜利。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异常艰难。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延朝、

保家卫国，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我们忘不了黄继光、邱少

云、罗盛教、毛岸英等英雄为革命做出的流血牺牲。随后，我们党

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保持良好

的精神状态。“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大庆工人王进

喜喊出了铿锵的口号，铁人精神激励和鼓舞着全国人民不畏艰险、

勇攀高峰。“自力更生是法宝，众人拾柴火焰高”，勤劳勇敢的 30

万林州人民，仅靠一锤、一铲、两只手，苦战 10 个春秋，终于在

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长 1500 公里的红旗渠。伟大的红旗渠

精神，正是当时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坐标。“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一个只有 22 年短暂生命的普通共

产党员，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无限敬仰，就是因为他身上蕴含

着值得人们追寻的真善美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正是雷锋精神

的生动写照。“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焦裕禄精神告诉

人们，党员领导干部的公仆情怀是什么，党员领导干部的求实作风

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心中装着百姓，一切为了人民”。当然，这

一时期还有诞生于中国西北金银滩草原的“两弹一星”精神，面对

茫茫戈壁，苍茫风雪，他们“受命于危难之际”，知难而进，以身

许国，造就了“东方巨响”的时代辉煌···这些伟大精神充分彰显

了中国共产党人“以身许党”、“以身许国”的情怀，正是这些精神

力量指引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东方奇迹。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如果说十年内乱时期的中国是被乌云笼罩的话，那么改革开放

就是一根穿云而出的金线，为黑暗的年代带来了光明。改革开放是

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觉醒，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神话般崛起

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而“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

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

神标识！”140 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1978 年，发端于小岗村的

“大包干”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冲破思想桎梏，唤醒沉睡

的大地。“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的小岗精神至今历久

弥新。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精神谱系代代相传放光

芒。“哪怕只剩 1%的机会，也要 100%地努力”。中国女排的影响力

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的意义。因为，有一种精神叫女排精神。“签

下生死牌，誓死护堤坝”，1998 年一场巨大的洪水席卷了大半个中

国，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民子弟兵火速集结，他

们誓与大堤共存亡，护住一城安澜。伟大的抗洪精神在一次次抗洪

斗争中薪火相传。灾害无情人有情，面对“5·12”汶川大地震，

广大军民闻令而动，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彰

显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进入新时代，我们有在探索生态文明建设中形成的“塞罕坝精

神”，有在抗击新冠肺炎中形成的伟大“抗疫精神”，有在建设科技

强国征程上立起又一座精神丰碑的“新时代北斗精神”等等，这些

伟大的新时代精神既是对党百年以来革命精神的继承，也是在新时

代背景下的超越于升华。 

二、革命精神翻四海——精神谱系的基因密码   

探寻百年大党的红色气质，解码其精神谱系的“遗传基因”，

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塑造着革命精神谱系的精神

内核，以崇高的为民情怀传承着革命精神谱系的红色血脉，崇高的

理想信念和为民情怀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因密码。 

（一）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塑造着革命精神谱系的精神内核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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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世所罕见，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生

命，也绝不动摇自己的信仰。从“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

灭”的周文雍，到“漫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的杨超烈

士；从“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方

志敏，到“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的邓恩铭···进入

新时代，从“脱贫攻坚，我是党员，向我看齐”到“疫情不退我不

退”的庄严宣告，一代共产党人用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书写了“理

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的华章。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党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历经磨难而不垮、越是艰险越向前！靠什么？

归根到底是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靠的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支撑。 

（二）以崇高的为民情怀传承着革命精神谱系的红色血脉 

以百姓心为心，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是共产党的初心，

也是恒心。永葆为民情怀是百年大党的传家宝。 

在红军初创时期，一位青年战士问胡耀邦：“参加共产党有什

么好处？”胡耀邦思考过后，回答他说：“让我看，参加共产党有

99 条都是‘坏处’，···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人民才会拥护你。” 回望过去，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我

们党依靠人民走向胜利。沂蒙人民用小车把革命推过长江，明德英

用乳汁救伤员，“沂蒙母亲”王换于精心照料革命后代，沂蒙六姐

妹在孟良崮战役中筹集粮草、运送弹药，他们为战士们烙煎饼、做

军鞋，不顾个人安危支援前线，这些都是军民鱼水情的生动体现。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始终在人

民耳边回响。一生为民的焦裕禄、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利益的廖俊波、

诠释组工干部安专迷精神的涂红刚、“狮子型”干部杨汉军···他

们是这个时代的骄傲、民族的脊梁。他们心心念念着人民群众，他

们真正做到了毛主席所说的“共产党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 

漫漫征途中，共产党人始终以拳拳赤子之心，拼尽全力维护和

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

一个胜利。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永葆为民情怀，坚守为民初

心，才能保证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熠熠生辉、永不褪色。 

三、薪火相传放光芒——精神谱系的实践属性 

进入新时代，要让我党的精神谱系薪火相传永放光芒，就必须

在行动上见真章。没有生动实践，就谈不上精神魅力。一种价值观

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如果光有理念口号，而不能

落到实处见人见事，那样的精神是感动不了人，也影响不了人的。

而党的精神谱系，只有突破了“触动”和“行动”之间的屏障，才

能为后人长久感知和敬仰，才能薪火相传永放光芒。新时代赓续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就必须在牢记初心使命上见行动，在主动

担当作为上见行动，在弘扬光荣传统上见行动。 

（一）在牢记初心使命上见行动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有一部记录中国抗战的著作叫《中国的惊雷》，这本书

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

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而他们拥护这些改变。”这句话道出了我

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的“秘诀”。 

当前，我们学习百年党史，就要善于从党史中去领悟理想信念

的力量，从党史中取学习总结干事创业的经验，将这些经验与解决

实际问题、推动相关工作结合起来，要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

等系列活动，把这些学习的成果转化为工作的实效，坚决防止学习

与工作“两张皮”。 

（二）在主动担当作为上见行动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

生。这就要求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要

敢于直面困难，在主动担当作为上见行动。可能在现实工作中，我

们会要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是委屈，很多人会有各种抱怨。事

实上，受委屈、经磨难的过程也是我们锻炼成长的过程。有困难、

有委屈，才有了文王拘而演周易；有困难、有委屈，才有了仲尼厄

而作《春秋》；有困难、有委屈，才有了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等等，他们把这些困难和委屈当成苦口的良药，当成前进的动力，

最终他们所经历的这些磨难委屈也就成为了他们不可缺少的一笔

财富。 

新时代新征程上，少不了“娄山关”、“腊子口”。而我们学习

百年党史，就要学习先辈们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担当精神。我们

一定要点燃“奋斗之火”，淬炼“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决心，不断

磨练担当作为的铁肩膀、敢闯敢拼的硬作风，在主动担当作为上抓

落实、见行动，帮助群众及时解决那些急难愁盼的事情。 

（三）在弘扬光荣传统上见行动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党在不

断奋斗的过程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这些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密码所在。

比如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还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的无畏气概，有“艰苦奋斗、节俭朴素”的传家宝，这些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激励无数共产党人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

神财富。 

我们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前进道路上我们依然面临许许多多的

考验和威胁，我们能否在面对这些考验和威胁时依然保持战略定

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百年党史，我们就要在学习和发扬百年

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上见行动、抓落实，要用党的光荣传统

来凝聚共识、坚定信念，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一百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

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时代在召唤，使命在召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振奋起来、行

动起来，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征程，驱动满

载希望的“中国号”巨轮向着幸福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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