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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红色血脉 弘扬陕人建党精神

赵鹏腾

榆林学院，中国·陕西 榆林 718000

摘 要：中国共产党需要时刻铭记建党精神，同时也要不断发展自己。2021 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的历史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解读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始终坚持真理，始终坚持理想，不忘初心，不怕牺牲，要勇敢斗争，

忠于党，不辜负人民。”现阶段，全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也迈入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进行实现的关

键时期，需要对建党精神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的新征程中进行充分发挥，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一

名陕西共产党人，他的基因中和血液中携带了红色元素，需要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忘初心、肩负使命、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敢于担当”的实际行动，将“忠诚于党、不负于民”党建精神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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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eeds	to	always	bear	in	mind	the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but	also	to	continue	to	
develop	themselves.	In	2021,	at	the	historic	moment	of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nterpreted	the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Chinese	Communists	need	to	always	adhere	to	the	truth,	always	adhere	
to	their	ideals,	stay	true	to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	do	not	fear	sacrifice,	fight	bravely,	be	loyal	to	the	Party	and	live	up	to	the	
people.”	At	the	present	stage,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orld,	and	China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	of	realizing	
th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ne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i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of	struggle,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st	of	Shaanxi	Province,	he	carries	red	elements	in	his	genes	and	blood.	He	needs	to	take	practical	actions	of	“adhering	
to	truth,	adhering	to	ideals,	staying	true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shoulder	the	mission,	brave	difficulties,	brave,	dar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carry	forward	the	party	building	spirit	of	“being	loyal	to	the	Party	and	not	living	up	to	the	people”.
Keywords:	Shaanxi	people;	Party	building	spirit;	promote	strategy

1 引言

俄国十月革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开始传

播。李大钊、陈独秀以及毛泽东等同志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

同时在中国进行积极的宣传，深入的思考“开启民智，造就

新人”等比较深刻的问题。当时的陕西，在教育方面是非常

落后的，教育思想非常传统。陕西的很多的学生都去北京、

天津、上海以及武汉等城市发展，在北京发展的学生非常多，

也是他们最先受到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

结束之后，这部分学生开始回到陕西，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

宣传，在陕西的大地上对红色革命种子进行播撒，为革命奠

定了重要的基础。

2 认知的科学性体现在坚持真理和坚持理想

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精神支柱，是价值观、

奋斗目标、理想信念的重要表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地把

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实现共产主义是奋斗的方向。

真理是党在领导人民的伟大实践中获得和坚持的，理想是党

在理论武装中树立和坚持的。在先驱李大钊的因素下，同在

北京留学的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创办了半月刊《共进》

杂志。《共进》杂志以及共进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积极弘扬，

实现了对陕西革命青年思想的启蒙，为陕西的党团组织建设

培养了非常多的骨干。1923 年初，李子洲、魏野畴等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坚定拥护者。1923 年，

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立，并同榆林中学一起，成为陕北

地区 23 个县中仅有的两所中等教育机构，1924 年夏，陕北

党组织的奠基人、西北革命的播火者李子洲出任“四师”校

长，邀请王懋廷，王复生、田伯荫以及杨明轩等进步知识分

子来学校任教，由此，“四师”开始掀起了革命教育，这也

是继榆林中学之后，在陕北地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传播

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让四师的一批进步师

生积极入党。1924 年 11 月，直属中共北京区委的中共绥德

小组在“四师”成立，同年 12 月，该校又成立了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支部，另据史料记载，至 1926 年冬，“四师”

培养的 40 余名学生中，80% 都加入了党、团组织，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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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对革命之火进行点燃，并形成了燎原之势，在陕北

的周围有了快速发展，如府谷、宜川、宁夏银川以及山西汾

阳等地所组建的团组织，都是由“四师”师生组织建立的。

建校近百年间，该校的名字虽然有了几次更改，如陕西省立

第四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

榆林学院绥德师范校区等，但红色基因和革命传统却代代相

传，先后为中国革命和教育事业培养了万余名优秀人才，因

此被誉为“革命英才的摇篮”。

3 目标的坚定体现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他们放弃了富裕家庭的小康体面生活，选择了

最有利于人类幸福的职业。不忘初心和使命，在 20 世纪的

20 年代初，如何对家乡人民进行启迪开智，成了很多陕北

留学生的心头难题。这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子洲、呼

延震东以及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白超然对陕西当局要

筹建师范学校的消息进行了解后，立即与陕北著名教育家杜

斌丞等进行积极联系。于 1923 年 5 月，学校终于在陕北绥

德创办。1923 年秋，绥德师范学校开办的消息轰动了陕北。

1924 年夏，李子洲就任“四师”校长后，革除老教职工中

的封建腐儒思想，从北京师范大学聘请中共党员王懋廷，王

复生，以及进步知识分子田伯荫、杨明轩、常汉山等相关人

员到校任教。他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将马克思主

义列为必修课，开设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共产主义基础

知识》等课程。大革命时期，“四师”成为陕北革命活动

的中心以及陕北共产党的源头，当时被誉为“陕北上海大

学”“陕北革命指挥中心”。大革命失败后，绥德师范学校

虽多次被国民党查封，但革命活动从未停止。绥德解放后，

绥德师范学校由边区政府接管，成为党对各级干部进行培养

的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后，绥德师范学校也为我国培养了非

常多的师范生，教书育人。

4 特质的鲜明体现在不怕牺牲，勇于拼搏

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上指出：“我们党历尽艰辛，英

勇斗争。自古至今，中国没有任何的团体，能够像共产党一

样，牺牲这么多的人，做出了这么伟大的事情。”《陕西

省革命烈士全集》记载了从建党初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27152 名烈士，建党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牺牲的就有 6550 人。

在中国人民解放道路的崎岖征途上，有这样一位英雄——李

子洲，陕西省绥德县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党员，坚定的共

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陕北红军和苏区的重

要创建者。由于家境艰难，他直至十五、十六岁才开始上学。

1917 年春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入哲学系。“五四运动”

期间，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干部，积极参加焚烧赵家楼等正义

斗争，不久加入李大钊创办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会。1920 年至 1922 年，参加创办《秦钟》《共进》双月刊，

参加创办陕西、北京进步青年组织共进社。该刊先后发表《陕

西师范学校改革要点》《庆 5 月 1 日》等十余篇文章，被誉

为共进社的“大脑”。在陕北“四师”成立了第一个党组织，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

革命家，陕西革命的先驱。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陕西省委

代理书记的李子洲，由于汉奸的出卖，于 1929 年 2 月不幸

被捕。被捕前，李子洲为党的工作操劳过度，在狱中又受到

了敌人的各种酷刑折磨。同年 6 月 18 日，李子洲在狱中病逝，

年仅 36 岁。

5 在新征程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5.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应当需要坚定信念
始终坚持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以习近

平领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才能经得起

任何检验，才能更好的面对任何的挑战与风险。它需要我们

时刻将理论学习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铭记于心。特别

是多读原著、悟其理，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切实从中学会

过去成功的原因和将来可以有所作为。不同点在于不断走向

成功，使理论意识指导实践意识。要认清行动意志，提升“四

个意识”，始终坚持“四个自信”，坚决把“两个保障”落

实到行动上。

5.2 弘扬党建伟大精神，一定要顾全大局
要从讲话中汲取真理、信念、初心的力量，时刻怀揣“国

之大器”，不断提高政治理解力、判断力和执行力，关注党

中央强调和关心的问题，深刻认识党和国家重大利益，最要

有毫不动摇的立场、对新情况的判断观察、对新问题的思考

研究、对新举措的战略眼光、大局观的整体谋划，才能保证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加强系统思考和创新协同，充

分践行绿色、开放以及共享的发展理念，从而能够更好的对

国内大循环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新形势。

5.3 弘扬党建伟大精神，要心系群众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要的政治品格。始终

为中国人民幸福、中华民族振兴进行奋斗，是我党的初心与

使命。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史上主要是为人民谋幸福，时刻同

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新路径下，必须主动结合以人民为

中心理念，做到感情贴近人民，工作依靠人民，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愿望，采取切实有效举措破解人民群众急、

难、忧问题。突破困难、扬长避短，持续为民谋福祉，赢得

群众信任和拥护。

5.4 弘扬党建伟大精神，知行合一
在实际行动中，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指导，为实现中国梦进行奋斗，坚持真理与理

想，必须下苦功夫去钻研，深刻理解基本观点，深刻认识坚

定信念，人民立场，务实品格和奋斗精神。在思维方式与工

作方法上，充分弘扬融会贯通的良好学风与科研精神。基层

一线人员开展调研，深入群众中去，找课题，汲取智慧，了

解并反映他们的要求与诉求，切实起到为政府提供咨询与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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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作用，并以卓越的科研成果服务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

作。服务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生活高效治理助力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构建与实现。

5.5 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永恒价值
第一，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确保党的先进性以及纯洁性。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动机纯洁，生命力活跃。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中共中央对于党的百年斗争的主

要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行通过，提出了：“只有消除

对党的先进性以及纯洁性有危害的东西，对一切有腐蚀性的

东西进行清除，消灭我们身上的病毒，才能保证党的质量不

退化、不变色、不退化，确保在新时代，我们党将永远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充分发挥伟大的党建精神，筑起一道道厚重的墙。在这堵墙

内，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一定要坚持从严治党、从严管党、

对党忠诚、廉洁、敢于牺牲、永远廉洁的作风和敬畏之心的

鲜明政治品格——励志正气为中国共产党从失败走向胜利

予以了丰富的精神力量。伟大的党建精神最好的继承和发扬

就是在实践中增强修养，增强党性，激发革命斗志，从而确

保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以及纯洁性，让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发

扬光大，源远流长，流淌不息。

第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助推民族复兴。中国共产

党主要是将中国人民的奋斗、牺牲和创造集中在同一个主题

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抛头颅洒

热血，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无私奉献，到改革开放时期的

勇于创新，再到现阶段的不忘初心、谋求复兴。新时代，以

伟大的党建精神为源泉。精神谱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以及灵

魂中进行了深度的融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精

神支撑，这也极大的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勇往直

前。过去，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披荆斩棘，指导引领中国人民

做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实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丰富精神谱系。伟大建党

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精神来源，也为中国共产党百年

以来建构自身精神谱系注入了活水。100 年来，我们党始终

坚持在实践中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体

系建设逐步确立，逐步形成了更加鲜明的政治品质。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形成了以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

精神，遵义精神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焦裕禄精神、

大庆精神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逐渐形成的，在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抗洪救灾、载人航天等新时期

是永不放弃的；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逐

渐形成的，如新时代北斗精神、脱贫攻坚精神、复兴丝绸之

路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党伟大党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集中反

映，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6 结语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大业呕心沥血已久，世纪正盛。

回顾过去奋斗之路、展望未来之路，必须大力弘扬党建精神，

永记初心、不忘本任，以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始

终保持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相连，与人民群众同心协力，

风雨同舟。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今天，必须把“坚持真理，

坚持理想”作为思想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政

治指导、“不畏艰险、奋勇拼搏”作为指导方针。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行紧紧团结，始终坚持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建精神为指引，

始终坚持鲜红的血液，以人为本，责任在心，使命在心，用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以及百折不挠的奋斗态度，在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中砥砺前行。作为陕西共产党人以“忠诚于党，

不辜负众生”为道德指引，以党建三十二字精神为工作指挥

棒，为中国伟大的民族复兴奏响新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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