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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强调，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大精神”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为我们奋进新征程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6月20日，武汉市举行“弘扬‘三大精神’、赋能支点建
设”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立足各自研究和工作领域，进行了交流发言，现摘编部分发言内容。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绍东：

“三大精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的历史之问

“三大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湖北篇
章，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之问、时代之
问，为新时代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答案。

一是要继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大别山坚
持28年红旗不倒，取得抗洪抗疫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原
因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在一个坚强的领导
核心下，才能为我们事业的成功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从
大别山人民紧跟党走不动摇，到抗洪抗疫，衡量出了执政
党的领导力，检验出了政府的执行力，评判出了国家的动
员力，彰显出了民族的凝聚力。这是“三大精神”为我们提
供的最大启示。

二是要继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三大精
神”诞生于不同时代，但有一条鲜明的思想主线，那就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始终是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通过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一般性和特殊
性结合起来，我们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革命道路。通过把掌握客观规律、依靠科学同发挥人
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紧密结合起来，我们打赢了抗
洪抗疫的艰苦斗争。

三是要继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人民至上
的理念，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是我们党取得革命斗争、抗
洪抗疫斗争胜利的纪律保证。在学习领悟“三大精神”的过
程中，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敬畏人
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真理。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魏文享：

将“三大精神”融入生活日常
“三大精神”诞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应对不同挑战，是历

史进程和精神长河中的华彩篇章，是精神的丰碑，也是历
史的光辉。伟大出自平常，平凡成就奇迹，需知史明志笃
行。“三大精神”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纯理论的，而是来源于
最为艰苦、最有风险、最考验意志的革命斗争和抗争实
践。“三大精神”充分展现了精神信仰、人民主体和组织领
导的强大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应对生存挑战和文明风险的
历史密码。

“三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精神与
中华民族精神从革命年代至改革开放年代的传承与发展，
集中体现了“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
神”“伟大梦想精神”四大核心要素。“三大精神”孕育于荆楚
大地，同样展现了荆楚文化从革命年代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精神映射和历史传承。

弘扬“三大精神”，需要我们强化历史的记忆与传承，将
之与“四史”教育相结合，察世变，向未来，将伟大精神融于
立德修身、日常生活之中。生活之中，最易沉于日常日用而
不觉。革命时代的奋斗，平凡世界中的不凡，会提醒我们时
刻胸怀理想，常存忧患，明晰社会和家国之责，领悟生活和
生命之重。

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副校（院）长王晓琴：

传承和赓续红色血脉
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激励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宝贵财富,也是赋能支点建
设的营养剂。

大别山丰富的红色资源是弘扬大别山精神的鲜活教
材，包括武汉市众多遗址遗迹和场馆。例如，武汉中学、武
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都为大别山培养了大批马列主义信
仰者和农运骨干，“八七会议”旧址承载着大别山在党的领
导下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记忆，还有姚家山新四军五师抗
战遗存等，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吴光浩都是黄
陂籍烈士。

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就是要让这些红色资源在现代
技术手段的辅助展陈和优秀讲解队伍的传播中“活”起来；
大力培育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串点成线，让红色资源在
主题鲜明的线路中“活”起来；鼓励创作更多群众喜闻乐见
的红色文艺精品，让红色资源在生动的艺术再现和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活”起来；大力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
宣讲活动，让红色资源在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
和烈士的故事中“活”起来。

让红色血脉代代传承，党员干部要先学一步、深学一
层，引领全社会形成弘扬大别山精神的良好氛围。要从娃
娃和青少年抓起，着力推进大别山精神进大中小学校园思
政课堂，努力让我们的接班人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植入灵
魂。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学锋：

深挖“三大精神”时代价值
“三大精神”既是武汉奋进百年“英雄城市、英雄人民”

的“精神密码”，也是武汉开创未来“当好龙头、走在前列”的
“精神航标”。既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和价值主线，也体
现不同历史时期具体特点和精神特质，更有荆楚大地鲜明
地域特色的文化标识。深度挖掘“三大精神”的历史内涵和
时代价值，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要加强研究阐释，在深挖本源中多出成果。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从伟大建党精神和“三大精神”的源与流联
系、“三大精神”之间继承发展关系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探
索，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为“三大精神”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
质提供严密的历史逻辑支撑。

要将学习宣传贯彻不断引向深入，统筹传统媒体与新
媒体，全方位多渠道加强对“三大精神”的宣传宣介，增强吸
引力、感染力、说服力。

要加强多方联动，在同频共振中形成合力。要以全国
视野，站在全国看湖北，着眼未来看现在，运用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将无形的精神内涵转化为有内容、有载体、有传
承的红色记忆空间，将深刻的精神意蕴转化为生动形象、简
单易懂、情感共鸣的红色影视精品，构建省内以红色资源为
链接的“文化生态圈”。

“三大精神”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樊志宏：

准确把握“三大精神”的时代价值
大别山精神铸就的历史时期，也是大别山地区各领域英才

规模化集中化涌现的时期，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人文
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是星光云集、闪耀中华。大别山精神具有
长久生命力，在于其革命性与先进性、地域性与全局性、民族性
与世界性的统一。

抗洪精神是中华文明诞生之初就具有的原典性精神特
质。当代中华民族的抗洪精神不仅传承了大禹治水及后续历
朝治水的精神特质，还进一步弘扬出人民水利、科学治水、生态
治水等新理念、新实践。当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
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内涵，更多延伸
到共抓长江大保护、推动江河绿色发展、统筹江河发展与安全
等高质量发展各方面各领域，从而升华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更高精神追求。

抗疫精神是新时代涌现出的新精神力量，是在中国发展由
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由追赶复制转向创新引领、由传统现代化
转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转换时段的新精神表达。其担负着
承上启下、开拓引领的时代重任，其时代价值及转化，也必然应
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一体认识、一体谋
划、一体推进。

在中国式现代化武汉实践中赓续弘扬“三大精神”，一是深
化价值引领，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二是激活红色基因，打造城市
文化品牌；三是赋能要素创新，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武汉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涂金花：

抗洪精神是武汉
英雄城市品格的生动注脚

武汉是全国重点防洪城市，一部武汉的发展史正是一部武
汉的抗洪史。抗洪精神绝非尘封的历史记忆，而是融入民族血
脉、支撑武汉发展的力量源泉。

抗洪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光辉篇章。它诞生
于1998年党领导人民抗击特大洪灾的伟大斗争，与大别山精
神、抗疫精神一脉相承，共同构筑起我们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
精神长城，集中展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磅
礴伟力，是激励我们面对任何风险挑战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强大思想武器。

抗洪精神是中华民族千年不涸的精神源流。从上古时期
大禹治水到新时代治水，中华民族在与水患的漫长博弈中，积
淀了深厚的治水文化和坚韧不拔的奋斗基因。抗洪精神正是
这种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中迸发和升华，是流淌在民
族血液里的生存哲学和进取力量。

抗洪精神是武汉英雄城市品格的生动注脚。“万众一心”的
团结、“不怕困难”的勇毅、“顽强拼搏”的韧劲、“敢于胜利”的自
信，早已内化为武汉的城市基因。无论是面对滔天洪水还是世
纪疫情，“不服周”的武汉人始终用行动展现出这种刻印在骨子
中的精神品格。抗洪精神与抗疫精神共同印证了：英雄的武汉
人民，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拥有坚定信念与强大行动力。

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全国抗疫先进个人胡明：

“三大精神”指引我们砥砺前行
作为一名武汉人，少年时参观过黄麻起义纪念馆，青年时

经历过1998年抗洪，中年时经历了抗疫战斗，深刻体会到大别
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一个民族的
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三大精神
如同不朽的丰碑，指引着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砥砺前行。

我们要坚定信念，这是引领我们前行的灯塔。28年红旗
不倒，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支撑；洪水之中筑起坚不可摧的
血肉长城，是“万众一心，不怕困难”坚定信念；疫情肆虐中的义
无反顾、冲锋在前，是“生命至上”强大信念所驱使。

我们要提高见识，这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利刃。见识，不仅
仅是专业知识，也不等同于认识。见识是观察、分析和判断事
物的能力。一大批革命先辈们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这是长期
地、艰苦地探索之后的必然选择。当下，只是精进专业知识、培
养专业思维、拓展业务视野，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不断学习，
提升政治觉悟、增强政治敏锐性、强化政治担当。

我们要持之以恒，这是我们坚守岗位的基石。从大别山精
神到抗洪精神、抗疫精神，无不形成于一场场持久战，在艰苦卓
绝的斗争中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毅力，不畏风吹雨打、持之以
恒坚持到底。只要有恒心，就能够抵御各种诱惑和困难，坚定
地朝着目标前进。

武汉市教科院小学思政教研员、特级教师孙玮：

“三大精神”是思政课核心素材
“三大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

期形成的精神财富，其思想性深刻植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思政课程中充分体现“三大精
神”这一思想性，本质上就是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集中体现。

“三大精神”的政治性内涵，深刻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国
家制度优势、人民立场。这些精神不仅是历史记忆，也与当前
加强青少年政治性教育的目标高度契合，更是当代政治教育的
核心素材。充分利用好这些素材，切实增强政治性教育，能事
半功倍地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而筑牢政
治信仰，培养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
同的坚定践行者。

既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也不可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这样“教”和“学”，才能符合思政课“育人”综合性这一根本要
求。在实践上，充分开发、用好相关的教育实践场所；提倡让学
生通过自己的自主活动，或以某种形式参与“三大精神”教育实
践活动，深度体验社会生活，进而达到思想的升华和品德的内
化，做到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同时，也要抓好“三大精神”
跨学科融合教学。通过多学科综合渗透教育，坚持教师的主导
性和学生的主体性相统一，由此多维度强化学生对“三大精神”
认知。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鲁珊 秦孟婷
摄影：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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