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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铸重庆人文精神抢占发展战略制高点 

刘本荣 

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标志着一个时代人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自觉，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文明进步的精神支撑和战略

制高点，目前，重庆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培育适合重庆发展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构建和谐重庆，抢占发展建设战略

制高点已经刻不容缓。 

一、以人为本解读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

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传统文化、社会实践和时代特征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文化个

性的内核，也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当前，人文精神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大量事

实也证明:民族文化不可缺乏，人文精神不可颓败。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加强对重庆人文精神的研究，弘扬其积极

的方面，抑制其消极的方面，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总结、提炼、培育、发展，使之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象征，熔铸新时

代的重庆人文精神。 

从这一视角解析新重庆人文精神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重庆人文精神应该是对重庆悠久历史文化的总结、继

承和扬弃，是对几千年来重庆人民潜移默化形成的精神的创新和发展，而不是一概推倒，一切重来，割断历史，另起炉灶，单

搞一套。二是体现重庆 3000多万人民的共同价值取向，重庆人文精神要成为团结动员全市各界广大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能够

对重庆广大群众提高自身素质，对重庆整体社会文化环境起到支撑和重要促进作用。三是重庆人文精神要与和谐重庆建设的各

项工作结合起来，构筑和谐重庆建设的战略制高点，成为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构建和谐重庆的强大精神动

力和精神资源。四是重庆人文精神要比较规范，易于流传和被各方面接受，具有较为长久的稳定性。 

二、构建和谐重庆，呼唤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其强大力量却无时无刻无处不存在。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区域经济发展速度

和取向离不开区域文化的支撑”，再到“文化产业”的兴起和“文化生产力”的提出，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欢要作川越来越

取得更多的人的共识。“经济的背后是文化，如果说一个地区的发展，经济是金字塔，那么人文精神就是宽大厚实的塔基”。目

前，从研究区域特色文化入手寻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业已在政界、学界和商界成为一大潮流。就全国范围来说，晋商

文化正在研究如何“突围”，徽商文化正在考虑如何“光大”，湖湘文化正在研究湖南人的“性格瓶颈”，四川人正在打造“休闲

文化经济圈”，东北文化正在大张旗鼓地“进关”，云南则在反思云南人为何商业探险精神缺失，以致“云南人沦为了集体打工

者”，而近期造就了经济辉煌的浙东文化、吴文化和岭南文化则正在“居安思危”，努力争取在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 

改革开放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重庆在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沿海发达地区相

比，我们还有很大差即。特别是思想观念、人文氛围方面的差距更大，小农意识、计划经济意识、峡谷意识等还桎梏着人们的

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市场经济观念、开拓创新观念、现代化大都市观念还比较淡薄，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工作方式与

重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还不相适应，对于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构建和谐重庆的目标来说，起着消极的负面作用。因此，

这种形势下，要抓住重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推动重庆又快又好的发展，构建和谐重庆需要认真总结、提炼、培育、发展重庆

人文精神，这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文化 f二作，而成为一个关乎重庆发展全局和具有长远影响的战略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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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二届九次全委会上汪洋书记细数国内外精神激励的成功典范、分析人文精神缺失的种种现象，提出了培育“自强不息、

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这八个字的提出，立足于重庆实际，着眼于重庆未来，把握了重庆发展的内在规律，符合重庆全体人

民的意愿和市委、市政府的战略意图，以对内强化意识和对外加大开放为两大支撑，构建了重庆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 

三、构建和谐重庆，培育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培育不能仅是口头上，也不能是一阵风或一场运动，更不能停留在研究或高层上。人文精神的载体在人自身，

表现在人的情感里、实践中、行动上，而且一种人文精神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简单的嫁接复制而成的。人文精神的

获得必须经过人文知识的内化、整合而变成主体的意识、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处事准则和风俗习惯。因此，在推进重庆建

设的进程中培育重庆人文精神，必须注重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提高人的现代文明素质作为着力点。把人

文精神的培育和弘扬纳人到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广泛进行发动宜传，整合各种宣传教育手段，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认真谋

划，全力实施。 

(一)培育重庆人文精神要有针对性。所谓“针对性”，就是要与重庆的实际相结合。当前，重庆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

的时期，要解决好三峡移民这个世界级难题和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

观，在大力推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和加强文化建设，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社会的经济、

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这是一个艰巨的充满挑战的历史课题。新的形势发展要

求我们立足于重庆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现代主体身份反思、透析并重新阐释我们的人文传统，充分发掘和弘扬其积极的建设

性的因素，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培育和构建既体现崭新的时代精神又具有鲜明地域文化个性的重庆人文

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熔铸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精神支柱”和“共同理想”，才能凝聚应对挑战、战胜困难的巨大合力，

激发推动重庆现代化步伐的不竭的创造力。 

(二)培育重庆人文精神要有群众性。所谓“群众性”，就是着眼于重庆全体人民。众所周知，人文精神是在历史文化中形成

和发展的，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的精神。人民既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精神文化的受动者。因此，从群

众中来的人文精神必然要回到群众中去。重庆“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以其科学的价值观，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

力，体现着重庆人的精神风貌、价值标准和人格追求，展示出重庆人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特质。我们要广泛发动宜传，

让“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重庆人文精神要旨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只有深图“骨髓”植入“意识”，才能在言行上做到自然

流露、发自内心。同时要充分利用精神和发展的互动关系，通过精神带动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又将不断提升精神的力量。

这样，通过这种良性循环，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唱响发展的主旋律，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开创重庆加快发展和振兴的新局

面。 

(三)培育重庆人文精神要有长期性。所谓“长期性”，就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我国古代的教育家管仲说过:“一年之计，

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生之际，莫如树人。”而培养、确立和弘扬人文精神，本身就是一项较为繁杂的系统工程，它

反映出领导的意向、决策，人民群众的意愿、精神风貌，同时还反映出重庆的地域特色、文化内涵和经济状况。千百年来的小

农经济和传统文化思想在重庆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导致“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还不能成为重庆的主流精神。要

改变或扭转这种局面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因此，要培育重庆“自强不息、开拓开放”

的人文精神必须要着眼于“长”，即长期性与经常化的问题。还必须着力于“效”，即注重效力与效果，在实效性上下功夫，达

到“长”与“效”的统一。同时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具体机制和严格有效的制度作为保证，以确保重庆人文精神的培育工作

落到实处。 

(四)培育重庆人文精神要有实践性。所谓“实践性”，就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就重庆“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人

文精神而言，它是重庆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同时也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而培育重庆人文精神，就应

该对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所产生的创业精神加以提升和总结，应该对开放中所碰撞的其他地域的人文精神加以吸收，更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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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重庆的传统精神、红岩革命精神、三峡移民精神和其他地域精神的交融与创新，一如既往地秉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

糟粕、取其精华、推陈出新的原则，以开放的视角和胸襟，培育独具重庆特色的人文精神。 

(五)培育重庆人文精神要有时代性。人类生存实践的拓进，生活方式、生活样式的变革不断推动着文化的变迁，这便赋予

人文精神以时代性特征。人文精神是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的社会条件不同，所要求解的历史

课题不同，所要达成的目标不同，决定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历史形态不同，因此人文精神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与时代发展俱

进。新的时代必然要求培育和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反映时代精神要求的、超越传统形态的新人文精神，从而为杜会进步提供精

神资源、价值关怀和意义支持。只有坚持从重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才能

使人文精神成为引导和鼓舞重庆人民的支柱，从而推动和谐重庆的建设，造福重庆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