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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

出：“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胡杨

精神和兵团精神。”[1]兵团精神是一代代兵团儿女扎根边

疆、长期奋斗实践形成的，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

尽的宝贵教育资源。将兵团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全过程，既能充分继承和弘扬兵团精神，也对新时代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实践意义。

兵团精神的独特内涵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兵团精神形成

的土壤，以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

表的红色革命精神是兵团精神的文化血脉。兵团人在长

期屯垦戍边实践活动中凝结形成了以“热爱祖国”“无

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容的兵团

精神，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

1、热爱祖国是兵团精神的核心理念

热 爱 祖 国 是 兵 团 人 最 真 挚 的 情 感 和 心 理 依 存 ， 他

们始终怀着“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高

尚情怀，把对祖国的满腔热忱化作为国牺牲、为国奉献

的实际行动。为了维护祖国统一、边疆稳定，实现新疆

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兵团人屯垦戍边，艰苦奋斗，

开拓进取。“讲生产建设那‘军垦第一犁’，一犁就是

五十年；讲守边、戍边，那一班岗一站也是五十年。在

艰难困苦的自然条件下生活、工作，讲爱国主义十分可

贵，而且一辈子始终如一地讲爱国主义就更为可贵。” [2]

一代接一代的兵团人，数十年如一日地讲爱国主义，把对

祖国的热爱表现为对边疆的热爱、对兵团的热爱，坚信

爱劳动就是爱祖国，建设边疆就是建设祖国。

2、无私奉献是兵团精神的高贵品质

无私奉献是兵团精神的高贵品质，展示了兵团人不

计名利、甘于奉献，坚持服务人民、让利于人民的道德

取向。兵团人最大的奉献就是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

和人民利益可以毫不犹豫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从兵团整体来讲，兵团将节衣缩食建立起来的第一批新

疆工厂，包括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厂、煤矿、电站等

企业，先后两次无私捐献给地方政府和人民。在新冠疫

情爆发时，兵团援鄂志愿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惧

危 险 ， 为 疫 情 防 控 取 得 胜 利 倾 情 贡 献 。 从 兵 团 个 体 上

讲，兵团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将自己的青春、热血

和生命挥洒在兵团建设的实践中，圆满地完成了党和人

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

3、艰苦创业是兵团精神的价值导向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党的光荣传统，

也 是 兵 团 人 始 终 坚 守 的 传 家 宝 。 为 了 促 进 边 疆 经 济 发

展 ， 兵 团 人 把 本 用 来 吃 穿 的 钱 奉 献 出 来 搞 建 设 、 谋 发

展。在当时兵团的粮食生产已满足自身需求，但兵团人

是“吃粗粮、卖细粮”，支援内地缺粮城市的同时，还

有力支持了国家建设。在建设时期，兵团为筹集资金发

展新疆工业，把军装标准的四个口袋减为两个，并从粮

食、办公费、菜金等拿出一部分作为集资款。兵团人通

过降低自身生活标准，节省下的资金，初步建立了新疆

工业体系的雏形。如今，兵团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重大发

展，兵团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但他们始终

保持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始终拥有一种

兵团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其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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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精神是兵团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屯垦戍边实践凝结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丰富内涵。将兵团精神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青年学子增强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奋斗目标，为实

现中国梦凝聚青春力量。新时代，加强兵团精神教育，要充分将兵团精神融入思想政治理

论课堂、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活动和网络平台，提升兵团精神的宣传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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