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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江泽民对延安精

神高度精辟的概括，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赞同，以

后都是依此概括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

（二）关于照金精神的科学内涵

照金精神是20世纪30年代初，以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以陕西省铜川市

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的陕甘革命根

据地的过程中，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2015年2月14日，

正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照金镇，参观陕

甘 边 革 命 根 据 地 照 金 纪 念 馆 和 革 命 旧 址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指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

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要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历

史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

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照金精神在现在还是很适

用的，当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在照金落脚，就

是因为群众基础好，他们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这里的群

众能够支持革命，现在我们党要依靠群众，要把照金精

神传承好、发扬好，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我们的事业

就固若金汤了。”2022年5月，经中宣部批准，照金精神

的科学内涵被概括为：“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顽强斗

争的英雄气概，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

笔者于2022年5月24日，在山西省委和山西广播电视

台宣讲照金精神，5月25日在《山西日报》、5月31日在

《铜川日报》发表文章，系统阐释了照金精神的科学内

涵和时代价值。2022年9月，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和《新

西部》杂志联合策划编辑出版了“精神谱系在陕西”专

刊，对陕西五大精神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阐释。  

（三）关于南泥湾精神的科学内涵

南 泥 湾 精 神 是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以 八 路 军 一 二 〇 师

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培

育形成的革命精神。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南泥湾精神的核

心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者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四）关于张思德精神的科学内涵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烈士追悼会上发表

《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为我们树立起一个模范践

行党的根本宗旨、实践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目前学术

界一般认为张思德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五）关于西迁精神的科学内涵

西迁精神是包括金融业、建筑业、纺织业、城市服

务业和高校在内的西迁群体，20世纪50年代在支援陕西

和西部建设时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2005年12月6日，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会审议批准，将西迁精神概括为“胸

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2020年4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考察，他走进交

大西迁博物馆，参观了交大西迁的创业历程和辉煌成就

展，看望了14位西迁老教授，与青年学生亲切交谈，对

“西迁精神”给予高度赞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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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我

们研究、阐释西迁精神的根本遵循。

阐释宣讲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陕西五大精神的基本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陕

西党史研究者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认真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长效化需要，结合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立足陕西百

年党史资源禀赋，立足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陕西五

大精神，组织开展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阐

释和宣传教育推广工作，讲好陕西党史故事，讲好陕西

五大精神，把陕西五大精神有机融入党史学习教育、思

想政治教育以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鼓舞激励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群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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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要点不突出、针对性不足、内容

重复较多等问题，我们在阐释宣讲陕西五大精神要注意

以下基本思路：

一是在介绍陕西五大精神的形成背景时，要从宏观

层面讲清楚历史背景和形成过程。

二是在介绍陕西五大精神的科学内涵时，要从微观

层面讲故事、讲典型事例。

三是在介绍陕西五大精神的现实启示时，要结合陕

西五大精神的科学内涵和党的大政方针讲好现实启示。

四是要讲准确陕西五大精神的关系，它们都是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是并列关系，互不包含。

五是要加强对陕西五大精神的内在一致性研究，以

便于从整体上学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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