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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不仅是辉煌壮丽的不懈奋斗史，也是伟大

精神的锻造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

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灵

魂。”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革

命精神则是文化自信中更核心、更坚定、更厚重的部分。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指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构

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并

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精神谱系是党的历史发

展所凝聚的各种精神的忠实纪录，是党的伟大实践对中华

民族伟大精神的继承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道德的价

值指引，是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精神动力。

陕西是一片红色热土，红色资源丰富，拥有众多中国

革命的精神标识和自然标识，产生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陕西元素。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发布第一批46

个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陕西有延安精

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和西迁精神等5个

精神列入其中，是全国数量最多的省份。我们陕西党史研

究者要抓住这个契机，创造性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

部署，积极开展精神谱系研究阐释宣传教育推广工作，继

续深入研究阐释延安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

德精神和西迁精神，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更好

地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工作大局。

一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要坚定理想信念，用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深刻理解“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不断

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二 要 不 断 强 化 理 论 基 础 。 中 国 共 产 党 百 年 来 取 得 的

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是我们研究党

史的方向和遵循。要夯实理论基础，持之以恒深化研究，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

念，用党的创新理论启迪智慧，准确反映百年党史的主题

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三要加强革命精神资料征编利用。加大革命精神相关

重大党史事件、重要党史人物的文献资料、口述史、回忆

录征集和编辑力度，做好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在延

安十三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史、大西迁、脱贫攻坚、抗疫

实录等历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研究阐释奠定扎实资料基础。

四要深化精神谱系专题研究。要不断深化延安精神、

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西迁精神研究，深

化 陕 甘 革 命 根 据 地 及 其 “ 两 点 一 存 ” 历 史 地 位 的 整 体 研

究、重要党史人物研究。对与省社科联合作的“陕西重点

党史课题”专门设立的精神谱系资助项目，及时跟进研究

进度。在《党史资政参考》征稿选稿中更加侧重相关革命

精神研究题目，出版《陕西党史》杂志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 系 专 刊 ， 从 研 究 中 总 结 经 验 ， 提 炼 精 神 实 质 和 时 代 价

值，为党委政府提供资政服务。

五 要 做 好 革 命 精 神 宣 传 教 育 推 广 工 作 。 要 立 足 陕 西

党史资源禀赋，立足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陕西元素，组

织开展党的精神谱系宣传教育推广工作，省委党史研究室

要强化党史业务主管职能，做大做强全省党史资源共享、

科研力量联动、平台阵地联建的“大党史”格局。联合摄

制党史系列微视频，审读审看相关精神谱系文献片、出版

物、纪念场馆大纲等。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制度，讲好陕西党史故事，讲好精神谱系陕西元素故事，

有效推动精神谱系“七进”工作，鼓舞激励党员干部群众

弘扬光荣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让 我 们 更 加 紧 密 地 团 结 在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解放思想、改

革创新、再接再厉，为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

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者简介

梁月兰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陕西元素的研究和阐释

◎ 梁月兰

喜迎二十大·党史学习教育丨Welcome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Party history study education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