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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中国精神（2021 年）
来源：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2021 年 3月 11日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南仁东等杰出科学家为榜样，大力

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在一些领域实现并跑

领跑，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习近平 2021 年 2 月 3 日至 5 日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

部群众时的讲话

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

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习近平 2021 年 2 月 3 日至 5 日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

部群众时的讲话

在中华文化里，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

人们把为民服务、无私奉献比喻为孺子牛，把创新发展、攻

坚克难比喻为拓荒牛，把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比喻为老黄牛。

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

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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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

史辉煌！

习近平 2021 年 2 月 10 日在 2021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

话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

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

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要教育引导全党

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

新时代的精气神。

习近平 2021 年 2月 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讲话

要弘扬探月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技高

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1 年 2月 22日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

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

的讲话



3

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

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

碑，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 年来，参

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

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

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

习近平 2021 年 2月 22日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

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

的讲话

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发扬钉钉子精神，敢于

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脱贫攻

坚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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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脱贫

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

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脱

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

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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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

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全党全国全

社会都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团结一心，英勇奋斗，坚

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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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引导广大教师继承发

扬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

神，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

习近平 2021 年 3 月 6 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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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点赞过的中国精神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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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立潮头。”2020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

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严重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

行中多次要求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强调中国精神是我们前进

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风险、不断夺取胜利的强大力量和宝贵

财富。我们要永续传承和发扬这些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伟

大精神，铸就坚不可摧、巍然挺立的民族之魂。

中国载人深潜精神

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到今天的“奋斗者”

号，你们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自立自强的勇气，践行“严谨

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

神，为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

——致“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

海试并胜利返航的贺信（2020 年 11 月 28 日）

劳模精神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

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

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劳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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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0 年 11 月 24 日）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

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

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

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2020 年 10 月 23 日）

特区精神

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

的特区精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2020 年 10 月 14 日）

伟大抗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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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

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

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中国

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舍生忘死，集中体现

了中国人民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

强意志。尊重科学，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

新的实践品格。命运与共，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

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新闻

稿（2020 年 9 月 8 日）

伟大抗战精神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

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

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

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

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5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 年 9 月 3 日）

延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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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

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

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

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

——摘自在陕西考察时的讲话新闻稿（2020 年 4 月 23

日）

西迁精神

“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

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

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摘自在陕西考察时的讲话新闻稿（202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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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的新时代意蕴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徐祖武等 2020 年 7月 7日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

久生存的灵魂。中国精神生长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进步的

历程中，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质和意志本色。习近

平总书记曾用“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

神、伟大梦想精神”阐释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这一科

学论述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继承升华，是改革开放以来全

国各族人民努力探索的实践总结，照亮了中国人民创造美好

生活的奋斗道路。

敢于斗争，勇于奋斗。敢于斗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凭借无坚不摧的斗争精神，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向全世界生动诠释了中国气

派。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

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斗争中，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没有被打垮。在中国

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投入抗疫斗

争，迎难而上、英勇奋斗，以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

心、谨慎之心，以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

之谋、组织实施之能，以不畏艰险、顽强不屈、迎难而上的

无私奉献，以顾大局、识大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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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以人民至上、依法治理、科学施策的理性作为，齐心

协力，众志成城，将中国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全国疫

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无坚不摧的中国精神使我们在任何艰

难险阻面前都不会屈服和低头，都能够以顽强毅力从容应

对，振奋起敢于斗争、勇于斗争、走向胜利的精气神。

善于团结，精于执行。团结就是力量。中国人民建立了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

关系，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

民族大家庭。近代以来，在外来侵略寇急祸重的严峻形势下，

各族人民手挽手，肩并肩，英勇奋斗，浴血奋战，共同书写

了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壮丽史诗。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

各族人民继续巩固、凝聚中华民族赓续不绝而历久弥坚的命

运共同体，同心同德，同向努力，成功地化解了一个又一个

风险挑战，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崎岖坎坷，走向了一个又一个

新的胜利，用优异的成绩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精神。事实充分

表明，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越大，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就越强。中国善于国际团结合作，对外提倡和平发展政策，

愿意分享全球化成果，主张通过对话、合作与发展来解决冲

突和争端，在互利合作基础上以更加开放、包容和平衡的姿

态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以自己的崛起助力世界其他国

家的发展。

甘于奉献，乐于逆行。回溯历史，民族危难之际，总有

中华儿女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主动承担起民族、国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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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时代赋予的重任，展现出伟大的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

自成立起就一直是中国精神最有力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勇担

使命、勇敢逆行，引领人民群众不懈奋斗并最终实现了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在和平

年代里，在祖国需要、人民需要的时候，总是有像钱学森、

黄旭华、邓稼先、于敏、南仁东等为代表的“逆行”者，为

党、国家和民族奉献青春、才华，甚至生命。在 1998 年特

大洪水、2003 年 SARS 病毒、2008 年汶川大地震、2020 年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大突发事件中，总有一些身影毅然决然

“逆行”。这些“逆行”，使得我们成功地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危难

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的精神动力和鲜明写照。

忠于责任，敢于担当。长期以来，中国始终秉持大国责

任使命，以团结、智慧、勇气，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

当。我们始终坚持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

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始终是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致力

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我们始终致力于构建同舟共济、休

戚与共、携手共进、共克时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

的共同发展繁荣，打造更加和平安宁、更加幸福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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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精神鼓舞各国人民，中国经验

为世界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力量为世界抗疫注入信心。中国

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我们要

始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大力践

行中国精神，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矢志前

进。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党建学会，江苏师大马克思

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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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维度读懂中国精神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 作者：袁秉达等 2020 年 12 月 17日

中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读

懂中国精神，要从历史、哲学、文化等多重维度去探究和体

悟。

历史维度：中国精神是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如果没有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

和生命力，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才能在历史洪流中

屹立不倒、挺立潮头。翻开中华民族的厚重历史，有强汉盛

唐的雄风、大国盛世的荣耀，也有外国铁蹄下的山河破碎、

军阀割据中的民不聊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

历史长河中屡屡与命运顽强搏斗和抗争，每一次都能挺过

来、走过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中华儿女

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

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中国精神涵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以及中国

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培育出来的一系列宝

贵精神。作为中国精神忠实的继承者和传承者，我们党从建

党伊始就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引导广大党员学习马克思

主义，在精神上由被动变为主动。从梦想起航的中共一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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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星火燎原的革命自信，从哪里需要哪里就是家的西迁

精神到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追寻梦想的脚步从来

离不开精神力量的鼓舞，砥砺奋进的征程从来离不开精神力

量的支撑。尤其宝贵的是，我们党在弘扬革命精神和传承红

色基因中升华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境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

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谱系，凝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精神动力。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也要深刻认识到，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

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的。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仍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荆棘坎坷，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

艰苦的努力。我们既要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意蕴，

又要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

取力量，不断追寻革命先辈为了理想不懈奋斗的勇气、决心

和意志，感悟他们的崇高精神境界和优良作风，获取继续前

行的强大力量。

哲学维度：中国精神是时代精神的高度凝练

马克思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

华。在哲学上，精神总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毛泽东同志曾

经把两者的辩证关系生动地概括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

以变物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艰辛历程已经无数次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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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地证明，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

即便面对惊天动地的惊涛骇浪，不可撼动的精神力量却总能

创造超越人们想象极限的奇迹。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

的价值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国民教育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

使之日益被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认知、认同，并

自觉转化为内在的信念和外在的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广泛弘扬提升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激发了中华民族

自尊自信、走向美好未来的精气神。八年多来，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成就凝结在当代中国精神这面

旗帜上，表征着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信仰，彰显着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精辟论述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精神之间的关系，标志着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实质的认识提升到新的

高度。

当今世界格局正发生深刻改变，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亟须有精神旗帜来把握新时

代、引领新时代。伟大的中国精神是中国力量之源。之所以

伟大，是因为它是战风斗雨凝结而成的，是无数人攻坚克难

沉淀而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

程，需要凝聚磅礴之力，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当此滚石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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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坡过坎之际，最需要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充分发挥意识的

能动作用，激发精神的力量、坚定必胜的信心，中国精神正

为此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撑。我们要把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

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等各领域之中，不留任何空白地带；要

致力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

为习惯，让其融入实际、融入生活、融入人们的内心，达到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从而引导人们积极投身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征程中实现精神升华和价值提升。

文化维度：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精神与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德国哲学家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

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都产生了伟

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

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历史早已证明，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

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和精神

文明的创造性突破。

中国精神是五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重要支

撑，中华文化是中国精神的艺术再现和生动载体。中国精神

与中国文化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共同发展。从

古至今，我国产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大家和文艺大师，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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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浩如烟海的精神产品和文化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

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中华民族形成

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

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

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

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2020 年 9 月，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重要”概括了文化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

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

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

建设文化强国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更加突出“振奋精神”

“崇尚精神”“弘扬精神”；十分注重“精神财富”“精神

面貌”“精神状态”“精神风貌”“精神境界”“精神寄托”

“精神追求”“精神力量”“精神动力”；特别强调“实现

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

上强大起来”。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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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

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当前，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必须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

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

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

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使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互契合，将中国精神发扬光大，激发

起亿万人民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斗志，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