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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自主、开拓进取的创新勇气

独立自主、开拓进取的创新勇气是中国共产党人高

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和敢想敢为的实践能力的高度凝炼。

独立自主体现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受

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后，仍然保持战略清醒，没

有盲目听从上级命令，而是在深入研究毛泽东红色政权

理论的同时，作出对敌情我情的精准判断，创建了革命

根据地。开拓进取则是在独立自主作出战略选择后，依

据陕甘边面临的实际问题，采用“狡兔三窟”战略布局

开启革命新局面，实行“红白灰”三色建军思想壮大革

命队伍力量。独立自主、开拓进取的创新勇气是中国共

产党先锋队的性质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体现，为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从 实 际 出 发 、 密 切 联 系 群 众 的 工 作 作 风 是 中 国 共

产党“生而益民，死而谢民”的价值追求和现实落点。

1 9 3 6 年 ， 红 军 东 征 北 路 军 总 指 挥 刘 志 丹 在 斗 争 中 不 幸

中弹牺牲，陕甘边根据地的数千百姓聚集追悼。中国工

农红军杰出指挥员谢子长带领贫苦农民打击土豪绅劣，

处处为百姓着想，时时为百姓担忧，长期的征战展现了

他英勇无畏的党员形象，更是获得了“谢青天”的群众

称呼。当时年满21岁的习仲勋作为百姓口中的“娃娃主

席”，“走街串巷”了解民情，大事小情都挂心上，为

陕甘边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老一辈革命家始

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们深知群众问题就是

革命问题，群众关心的都是实际问题，了解到、解决好

百姓所在意的事，才能获得革命胜利的最大支持。

照金精神融入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价值维度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

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

信念。”[4]作为苏区精神具体样态之一的照金精神形成于

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根

据地凝炼而成的精神自觉和群体意识。将这种具有深厚

革命文化底蕴且持久迸发强大精神力量的红色基因融入

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之中，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

要之举，也是做好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承工作的关键性环

节，更是提升高校“思政课程”理论深度的重要方式。

（一）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要之举

坚定青年立“大德”的理想信念。东汉许慎的《说

文解字》有云：“德，以示遵循正道之意。”[5]“大德”

则 是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信 仰 、 对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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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从静态上来看，

照 金 精 神 的 基 本 内 涵 是 对 青 年 理 想 信 念 树 立 的 有 效 指

导，从动态发展来说，照金精神的形成、发展与弘扬的过

程就是逐步铸牢理想信念的过程。将照金精神融入青年理

想信念教育生动回答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育

人要求，清晰描绘了青年人生蓝图的发展方向。

引导高校树“新人”的教育理念。时代新人是新时

代征程上快马扬鞭、奋发有为的有生力量，是继往圣之

“绝学”，开盛世之“太平”的弄潮儿，他们的价值选择

与意识导向关乎国家、社会、人民的根本利益。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松懈，是新

时代高校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头等大事”。正如列

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对培养青年理想信念必要性的看

法：“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

负。”[6]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所创造的照金精神正是高校培养“有理想、敢当担、

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新人最好的历史养料。

（二）是做好红色文化传承工作的关键环节

对 党 忠 诚 的 鲜 明 品 格 促 进 红 色 文 化 精 髓 的 代 际 传

承。红色文化基因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液之中的遗传密

码，渗透着对党和国家坚定而执着的忠诚品质。照金精

神中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是誓死捍卫党的尊

严、严守党的秘密的生动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路

口 作 出 的 科 学 定 位 ， 这 一 时 期 更 需 要 青 年 接 过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的 接 力 棒 ， 坚 定 “ 四 个 自 信 ” ， 做 到 “ 两 个 维

护”，成为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的新时代好青年。

敢 于 斗 争 的 英 雄 气 魄 推 动 红 色 文 化 力 量 的 广 泛 传

播。“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魄是红色

文化传递给历代中华儿女的精气神，正如改革开放总设

计师邓小平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

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7]新时代新征程所面临的重重挑

战与困难，如同惊涛骇浪般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影响

着中华儿女的凝聚力，动摇着青年的意志力。这同刘志

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苏区共产党员所面临的革命境遇

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因此，将彰显敢于斗争的照金精

神融入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红色文化力量可以实现广泛

而深刻的传播。

（三）是提升“思政课程”理论深度的重要方式

青 年 理 想 信 念 教 育 需 要 以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为 主 阵

地。培养一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的时代

新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指向。理想信念是中国

共产党人需要始终保持的政治本色，也是培养青年保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