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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20世纪60年代，河南省林县（今

林州市）人民为改善恶劣生产生活条

件，摆脱水源匮乏状况，在太行山的悬

崖峭壁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大型水利

灌溉工程——红旗渠，培育形成了“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

献”的红旗渠精神。2019年9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焦裕禄

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

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指出“要让广

大党员、干部在接受红色教育中守初

心、担使命，把革命先烈为之奋斗、为之

牺牲的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

河南省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历

史上属于严重干旱地区。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林县的缺水问

题。1959年夏天，林县县委提出，从林

县穿越太行山到山西，斩断浊漳河，将

水引进林县，彻底改变林县的缺水状

况，这个计划得到了河南省委和山西

省委的支持。从1960年2月红旗渠修

建正式开工，到1974年8月工程全部

竣工，10万英雄儿女在党的领导下，靠

着一锤、一铲、两只手，逢山凿洞、遇沟

架桥，顶酷暑、战严寒，克服了难以想象

的困难，削平1250个山头，凿通211个

隧洞，架设152座渡槽，在万仞壁立、千

峰如削的太行山上建成了全长1500

公里的“人工天河”，被誉为“新中国建

设史上的奇迹”。红旗渠的建成，形成

了引、蓄、灌、提相结合的水利网，结束

了林县“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

史，从根本上改变了林县人民生产生

活条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至今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被称为“生命渠”“幸福渠”。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

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红旗

渠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不仅

给后人留下了浇灌几十万亩田园的水

利工程，更留下了宝贵的红旗渠精

神。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始施工时，

面对困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紧迫问

题，全县干部和群众宁愿苦干也不苦

熬，宁愿眼前吃苦也要换来长久幸福，

宁愿自力更生、群策群力也不等靠要、

单纯依赖国家。面对资金缺乏、物资

紧张和险恶施工条件等困难，修建红

旗渠的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产，每一

分钱、一袋水泥、一个钢筋头、一根锤把

子都做到了物尽其用。面对十分艰苦

的条件，建设者们自带工具、自备口粮，

干部和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汗往一处流，涌现出像马有金、路银、任

羊成、王师存、李改云、郭秋英、张买江、

韩用娣等一大批红旗渠建设模范。同

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

的对垒。“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

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

族伟大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中华儿

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忘我奋斗。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红旗渠精神

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

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家强盛、民族复兴

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

明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前进

道路不可能是一片坦途，我们必然要

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

力、重大矛盾，决不能丢掉革命加拼命

的精神，决不能丢掉谦虚谨慎、戒骄戒

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决不能

丢掉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勇气。”全党同志要用党在百

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

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党

和国家各项工作，要结合实际把红旗

渠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激励

干部群众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要深刻认识

到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走一条更高水平

的自力更生之路；要永葆艰苦创业的

作风，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

跑，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赶考的清醒

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要发扬团

结协作的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要

砥砺无私奉献的品格，把许党报国、履

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坚持不懈为群

众办实事做好事，一心一意为百姓造

福，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时代的业绩。

从红旗渠建成通水，到三峡工程

的成功建成和运转，再到当今世界在

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

程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

发电，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创造

出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工程建设奇

迹。实践充分表明，社会主义是干出

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在新的

伟大征程上开拓奋进，大力弘扬红旗

渠精神，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

汲取不竭力量，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英雄气概，保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昂扬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团结一

心、英勇奋斗，就一定能创造出令世界

刮目相看的新奇迹，不断夺取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来源：《人民日报》）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三十六

以北大荒精神鼓舞信心、鼓舞斗志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三十七

荒火映黑土，铁犁卷泥浪；昔

日北大荒，今朝大粮仓。经过几

代人的努力，曾因荒芜而得名“北

大荒”的黑龙江垦区，已成为我国

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

基地和国家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

区。一代代农垦人在创造巨大物

质财富的同时，也铸就形成了“艰

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

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东北抗联精神、北大

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激励

了几代人”，强调“我们仍然要用

这些精神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引导他们发扬优良传统，在全社

会带头弘扬新风正气”。

北大荒，位于松嫩平原、三江

平原、完达山和小兴安岭地区。

这块 5 万多平方公里的黑土地，

曾是千百年来未被开垦的、人迹

罕至的亘古荒原。1947 年，为响

应毛泽东同志“建立巩固的东北

根据地”的号召，伴随着解放战争

的硝烟，一批军人来到这里，点燃

了“第一把火”，拉动了“第一把

犁”，唤醒了沉睡的荒原。20世纪

50年代以来，14万转业复员官兵、

1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内地

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识青年来

到北大荒，义无反顾投身于这场

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拓荒。几代农

垦人前赴后继，用青春、智慧、生

命浇灌黑土，让莽莽荒原变成锦

绣良田、丛生荆棘变成滚滚稻

浪。开垦初期，这里年产粮只有

0.048 亿斤；2021 年，这里预计粮

食总产将达到460亿斤。从人拉

犁杖、马拉播种机到拖拉机牵引

大犁、运用卫星定位耕作、云计算

技术精准管理，再到切实保护好

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这片热土上不断创造出粮食增

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奇迹。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农垦

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时强调

的：“农垦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支援国家建设、维护边疆稳定作

出了重大贡献。”

“早起三点半，归来星满天，

啃着冰冻馍，雪花汤就饭。”这首

当年流行的歌谣，是北大荒艰辛

创业的真实写照。没有住的地

方，就砍木条打土坯建马架子住；

没有农业机械，就排着长队喊着

号子用人力拉；饿了掏把黄豆吃，

渴了就喝堑沟水，蚊虫咬就用手

拍……农垦人以革命英雄主义的

大无畏气概，以革命乐观主义的

战斗豪情，“向荒原进军，向荒原

要粮”。70多年来，一代代农垦人

凭借着不畏困难、拼搏实干的艰

苦奋斗精神，解放思想、敢闯敢试

的勇于开拓精神，胸怀全局、强国

富民的顾全大局精神，不图名利、

忘我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谱写

了人类拓荒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

史诗。2018 年 9 月 25 日，在北大

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一楼大厅，

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端详墙壁上的

老照片，指着全国劳动模范、新中

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的照片

说，她就是壹元人民币上女拖拉

机手的原型。“北大荒能有今天不

容易啊！”习近平总书记感慨道，

“真是居功至伟！”黑土地上孕育

锻造的北大荒精神，凝聚着中国

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是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是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永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

神财富。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

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在神州大

地上，从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到

北大荒的开荒拓土，再到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农垦实践，无不在

白手起家、苦干实干中创造业

绩。今天的北大荒发生了沧桑巨

变，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

很了不起，北大荒精神也历久弥

新。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我

们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端好自己的碗”“做好自己的

事”，走高水平自力更生之路；继

续发扬勇于开拓的精神，增强开

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勇于并善

于开创工作新局面；继续发扬顾

全大局的精神，正确处理个人利

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

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

系；继续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把

许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

标，把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

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越是伟大

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知

重负重。我们要以北大荒精神鼓

舞信心、鼓舞斗志，发扬优良传

统，弘扬新风正气，努力创造无愧

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

业绩。

在北大荒博物馆内，有一面

长达 25 米的铜墙，墙上镌刻着

1.2 万多名拓荒者的名字。一代

又一代农垦人的拼搏与奉献，祖

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

史不会忘记。在前进的道路上，

我们还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继

承好、弘扬好北大荒精神，持之

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知重负重、埋头苦干，不

畏艰险、披荆斩棘，就一定能战

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把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

进。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