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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重庆人文精神与弘扬红岩精神、三峡移民精神 

肖长富 

如何认识和处理培育重庆人文精神与弘扬红岩精神、三峡移民精神的关系，是我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问题。 

一、重庆人文精神、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都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一个地方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精神动力的凝聚和激励作用。精神动力犹如一条奔流不息的血脉，

支撑着民族的生机和活力。精神动力来源于实践并作用于实践，在实践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和激励作用。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精神动力，是维系本国、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

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所包含的

价值取向，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通过不同的具体形式，共同发挥着凝聚人心、鼓舞精神、激发斗志的巨大作用。 

红岩精神形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在极其复杂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特殊的战场上，

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团结带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倒退、

分裂，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他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怀民族大义，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不顾个人安危，

不怕流血牺牲，出生入死，在革命斗争中千锤百炼、培育形成了体现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优秀品

格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对于推动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走向全国胜利曾发挥过巨大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仍然是鼓舞我们为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 

三峡移民精神是在三峡库区百万移民的搬迁安置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培育创造出来的中华民族崭新的精神财富。在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库区各级党委政府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广大移民以国家利益为至高利益，以民

族大义为最高道义，“舍小家，为国家”，勇于牺牲，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全国一盘棋，对口支援库区的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共

同奏响社会主义团结协作的时代颂歌。 

在这场波澜壮阔、感天动地、气吞山河、彪炳青史的伟大实践中，产生了包含爱国精神、奉献精神、协作精神、拼搏精神

和创新精神在内的三峡移民精神，它在完成百万移民搬迁安置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和激励作用，并且，还将在进一

步促进库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进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重庆人文精神是在重庆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重庆这个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背景和文化传承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一种地域性的精神文化。它是重庆人民精神世界中优秀的、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那部分精神内容—包括理想追求、价值观念、

道德境界、精神状态和人文性格等因素的集中体现。在重庆人民创造灿烂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重庆人文精神始终作为一种强大

的精神力量发挥着引领、支撑和推动的作用。 

红岩精神、三峡移民精神和重庆人文精神都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社会实践基础上共同培育和创造的，都充分体现了民族精神

所包含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思想品格和道德规范，都发挥着精神支撑与实践动力的重要作用，因此，都与民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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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脉相承，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红岩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先锋队精神体现着民族精神;三峡移民精神作为一种伟大时

代壮举中产生和形成的特殊群体精神体现着民族精神;重庆人文精神则是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精神文化体现着民族精神。 

二、重庆人文精神、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体现了对不同层次对象的价值导向 

由于重庆人文精神、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在具体内容上的不尽相同，它们在价值导向的对象上就有不同层次的区别。

红岩精神是由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锻造的。 

红岩精神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是共产党人品德情操、人格力量、精神风貌的集中反

映，是在特定的斗争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共产主义精神。这种崇高的精神，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就

其精神实质来讲，属于高层次的、特别针对我们社会中的先进分子的价值导向，是当今历史条件下，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

命的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的价值要求。 

三峡移民精神是在完成三峡工程移民任务，破解‘“世界级难题”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形成的。三峡移民精神是红岩精神在当

代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树立起的一座丰碑。在全社会学习、宣传和弘扬三峡移民精神，对于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激励重庆人民特别是库区人民建设新重庆、新库区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重庆人文精神是 3000多年来重庆历史发展所积淀并在不断吸收、融通各种外来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承前启后，历久弥新，

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重庆人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特点，充分展示着重庆人独特的个性和形象。重

庆人文精神就其精神实质来讲，属于普遍性的、针对广大干部群众和全体市民的价值导向，是对全社会、全体人民提出的价值

要求，从而将在更大范围、更加广泛地发挥其作用。 

培育重庆人文精神与弘扬红岩精神、三峡移民精神的并行推进，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中先进性要求

与广泛性要求的结合，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培育重庆人文精神是对弘扬红岩精神、三峡移民精神的深化和推动 

重庆人文精神、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都是重庆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们共同构成加快富民兴渝、努力建设长江上游

经济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系统。我们大力培育重庆人文精神，并不是淡化了弘扬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

相反，它是对弘扬红岩精神、三峡移民精神在认识上的丰富和深化，在实践上的促进和推动 

培育重庆人文精神的过程，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培育重庆人文精神的

过程中，通过对重庆人文精神的研究、提炼和总结，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重庆人文精神、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在本质

上都是一种人文精神，都积淀着坚实丰厚的人文精神的文化底蕴。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社会文明的核心要素，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城市的“根”

和“魂”，是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既是指个体，也是指集体;“以人为本”既

包含着个体对自身价值实现、个性与能力发展的追求，也包含着个体对集体的社会责任和集体意识。重庆人文精神中所包含“自

强不息、开拓开放”等精神、红岩精神中所包含的“爱国、团结、奋斗、奉献”等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中所包含的“爱国、奉

献、协作、拼搏、创新”等精神，都充分体现出这样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和人格境界，因此，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

人文精神，都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内动力和软实力，都是团结人民群众奋发向上的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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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重庆人文精神的过程，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了我们对红岩精神、三峡移民精神的宣传和弘扬。当前，重庆的文化氛围、

市民的精神风貌和综合素质等，还不能完全适应新阶段重庆发展的需要。由于重庆人文精神具有独特的地域性、传统的延续性、

鲜明的时代性和广泛的认同性这样一些特点，培育重庆人文精神，能够强化一种独具的人文力量，发挥强大精神纽带的作用，

凝聚人心、激励士气，促使广大市民形成共同的历史认同、精神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形成共同的理想价值、思想观念，

使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领域和不同性格的人们紧紧地凝聚起来，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这能够极大地推进公民思

想道德建设，促进广大市民素质的提高，推动我市城市形象和品位的提升，为弘扬红岩精神、三峡移民精神奠定更加坚实而广

泛的精神文化基础，从而更有利于在全社会宣传和弘扬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