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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厚爱国情怀、无私奉献精神、坚韧奋斗意志、持续创

新动力和崇高价值取向，对大学生的“躺平”现象来说是

一剂“良方”，可以尝试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涵养和重塑

大学生的价值观。

（一）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

老一辈西迁人在一穷二白的艰苦环境下，以忠诚和担

当、智慧和才能、奉献和牺牲，奠定了坚强的国防安全保

障和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地位，成就了西部先进的产学研体

系和创新发展高地。他们为家国奋斗，他们的名字镌刻在

了新中国的奋斗史上。正是因为他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中

国的繁荣富强才得以厚积薄发。他们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伟

业中，重新定位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实现了个人价值，完

美诠释了何为家国情怀。

通过学习西迁前辈的爱国奋斗精神，可以激发大学

生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感，自觉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方

向，把个人理想和社会发展、国家需要联系起来，勇于担

当时代赋予的重任。

（二）培养一心为公的博大胸襟，提升人生格局

西迁群体的价值选择是舍小家，为大家，公而忘私，

不计较个人利益和得失。西迁精神强调国家、集体利益高

于个人利益，强调团结、合作和奉献精神。西迁精神倡导

的是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并且强调

团队协作、互助合作和无私贡献。大学生通过了解西迁精

神，认识到西迁前辈们的崇高价值取向和个人行为对集体

的影响，从而转变利己主义价值观，并倡导关爱他人、奉

献社会的精神，培养了大学生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的胸

怀和格局。培养一心为公的博大胸襟，大学生的“躺平”

现象就会“不治而愈”。

（三）激发进取精神，追求卓越

西迁老前辈们不畏艰苦建设大西北的决心，勇攀科学

高峰的进取精神，激励大学生不畏困难和挑战，勇于实现

自己的梦想和目标。通过学习西迁历史，大学生可以感受

到西迁人当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挑战，从而培养他们的

勇气和坚韧精神。在追求学业和事业的过程中，大学生应

保持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态度，要把奋发有为、敢为人

先的思想和精神融入灵魂、写进行动，不断超越自我，追

求卓越，争创一流。

（四）践行开拓创新精神，助力科技创新

创新精神是“西迁人”开拓进取的内生动力。[4]西迁

前辈当时虽然面临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巨大挑战，但他

们凭借创新精神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奠定了创新型国家的

科技基础。西迁精神强调拼搏进取，鼓励科研人员立足国

家需求进行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大学生

通过积极参与科研、创新项目或者社会实践，培养自己的

实践能力和创造力。同时，他们在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中

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探索新的领域和解决问题的新方

法，产生原创性思想并进行发明创造，为科技创新和社会

发展及进步注入不竭动力，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

发展，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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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精神中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大学生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让他们意识到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

连，从而积极投身到学习、科研和社会实践中，为国家和

社会做出贡献。西迁精神中的无私奉献精神帮助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明白人生价值不仅在于追求个人

利益，更在于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西迁精神中的艰

苦创业精神激励大学生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在面临困境

时，大学生可以借鉴西迁先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保持积极

向上的心态，勇于探索和创新，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

综上所述，西迁精神为大学生提供了一种积极向上、

勇于担当的价值观，有助于引导大学生走出“躺平”的消

极状态，激发他们的奋斗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年轻一代的力量。通过教育和实践活动的

有机结合，可以有效促进大学生价值观的重塑，培养出更

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优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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