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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一群科研精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从首都

北京奔赴大西北，扎根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开始了一场

艰苦而又伟大的科技研究工作。传承和弘扬西迁精神，

要学习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胸怀大局、服从国家需要的无

私奉献精神。如今，新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新时代青

年作为国家转型的中坚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坚实基础。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对爱国主义精神的

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学习传承西迁精神，还要学习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艰

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西微所西迁之初，在生活、

科研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但老一代西微人并没有因此

而 退 缩 ， 而 是 保 持 乐 观 积 极 的 态 度 ， 克 服 了 资 金 、 人

力、资源不足的难题，使研究工作迅速步入正轨。对于

现在的我们来讲，不管是工作环境、设备资源还是科研

条件早已是今非昔比，现在我们可以更快、更精准地完

成祖国交给的任务。

抚今追昔，西微所正是在艰辛创业和进步的战斗洗

礼中成长、壮大，融注了一代又一代西微所人的心血和

智慧，凝结了老一辈西微人的心血和奉献。五十三年后

的今天，我们将继续把西迁精神传承下去，把微电机科

研工作做得更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奉献更多力量。[5]

2、筑牢时代精神，为国家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国 家 的 繁 荣 富 强 离 不 开 精 神 的 支 撑 ， 精 神 的 支 撑

是国家和民族前进的驱动力。西迁精神的核心支撑是爱

国主义，正是这种爱国精神始终激励着新时代的西微所

人 ， 在 老 一 辈 西 微 所 人 的 带 领 下 以 国 家 利 益 为 最 高 利

益，以民族振兴为前进方向，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领先

世界的科技产品，为我国微电机事业建功立业。

西 微 所 由 西 迁 精 神 而 生 、 而 新 、 而 兴 。 老 一 辈 科

研工作者离开条件优越的大都市，走向环境艰苦的大西

北 ， 与 家 人 分 离 、 奉 献 自 己 的 青 春 年 华 ， 从 零 基 础 开

始 ， 最 终 形 成 富 有 深 刻 内 涵 的 西 迁 精 神 ， 即 ： 胸 怀 大

局 、 无 私 奉 献 、 弘 扬 传 统 、 艰 苦 创 业 。 这 就 是 西 迁 精

神，在开启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西

迁精神的传承者、弘扬者、践行者，让西迁精神在新时

代继续绽放光芒。

3、坚持文化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西迁

精神中所蕴涵的胸怀大局、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等价值

观都深深根植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凝结着全体

中国人民热爱祖国的价值选择。西迁人深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在西迁过程中都有极大体现。不仅

如此，西迁精神又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念，是中国

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一部分，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基础。传承和弘扬西迁精神，在肯定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肯定

与实践。

新 时 代 ， 继 承 与 弘 扬 西 迁 精 神 ， 发 挥 其 在 教 育 方

面的实效性、辐射力、影响力可以激励全国人民上下一

心，坚定不移地走文化自信道路。与此同时，向世界传

递中国声音，使世界各国理解、知道中国价值，加强各

国文化间的交流，促进世界各地共同繁荣、世界各国和

平相处。将西迁精神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中，

使其继续深入西部，继续续写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

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 新 的 征 途 中 ， 通 过 西 迁 精 神 将 人 民 的 力 量 与 智

慧聚集在一起，用于应对新的挑战和机会。胸怀天下、

艰苦创业，时刻不忘国家安危，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时刻以国家

事业为重，解决国家面临的困难，并且让西迁精神永远

留在新时代青年的心中；无私奉献、弘扬传统，将民族

梦、中国梦融入个人梦想之中，这是习近平主席对新一

代青年的厚望。

放 弃 优 越 的 生 活 、 老 一 辈 西 迁 人 不 惧 生 活 上 的 困

难，全凭一颗报国心在祖国大西北扎下根来，真诚地为

国家服务，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辉煌的成就。这种无

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用尽一生去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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