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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专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倪素香

伟大抗洪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广大干部群众、解放军、武警官兵，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发扬不怕累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
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众志成城，我们这个民族守望相助、洪水无情人有情的人间大爱。

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 坚韧不拔 敢于胜利抗洪
精神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强洪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
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
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这首歌曲《为了谁》创作
于1998年，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
顾身的英雄们而写的，这首歌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感动了
无数华夏儿女，它是送给所有用自己的身躯抵挡洪水的抗
洪勇士们的赞歌。

每当听到这首歌，人们仿佛又回到了1998年那个令人
难忘的抗洪夏天：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抗击特大洪灾，30万
人民子弟兵舍生忘死，这些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无愧于军人
的称号。

1998年入夏，长江流域发生了全流域性特大洪水，先
后出现8次洪峰，有360多千米的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超
过历史最高水位；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
水，先后出现3次洪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黑龙
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沿江、沿湖的众多城市和广大农村，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民经济生产受到严重威胁。

千钧一发之际，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
国人民紧急行动，沿江近30万官兵全部上堤，从久经考验
的将军到初出茅庐的新兵，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发出

“人在堤在”的誓言。特别是受灾省份的广大干部群众同前
来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一起，团结奋战，力挽狂
澜，同洪水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

长江决口，九江告急；荆江分洪，保卫武汉。洪水无情
人有情，全国人民情系灾区，一列列火车、一架架飞机、一队
队汽车满载着物资、食品，满载着各地群众的深情厚谊，从
各个方向往灾区集结。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从抗洪前线到
首都北京，从沿海省市到边疆地区，前方后方步调一致，举
国上下齐心协力;不怕困难、顽强拼搏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
命英雄主义气概，在抗洪救灾的伟大斗争中，涌现出了许许
多多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英雄人物;坚韧不拔、敢于胜利
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广大军民迎着困
难和危险勇敢前进，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洪峰，面对危险始
终不屈不挠，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毅力。

98抗洪期间，勇敢的中国军民在南北两个战场同时与
特大洪水殊死搏斗。经过两个多月的顽强拼搏，战胜了一
次又一次洪峰，成功地保卫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的
安全，保卫了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创造了人类征服自
然灾害的伟大壮举和辉煌业绩。

1998年9月28日，隆重举行的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
大会，江泽民总书记高度评价了抗洪抢险斗争的伟大胜利，
深刻总结了抗洪抢险的成功经验，精辟阐述了伟大的抗洪
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
敢于胜利。在这场抗洪抢险斗争中形成的伟大抗洪精神，
成为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23年过去了，抗洪精神依旧在中华大地传承，而一代又
一代的中国抗洪人，也一直为这份精神注入着独特的基因。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强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点，其中，要进一
步发扬包括“抗洪精神”在内的“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如今，在“十四五”新征程上，14亿中国人民，以众志成
城、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挺起中华民族不屈的
脊梁。

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人民子弟兵”
在湖北省咸嘉鱼县簰洲湾镇中堡村的“九八抗洪烈士

陵园”里，记录着在这里曾经发生悲壮的抗洪抢险斗争场
景。

1998 年 8月 1日，簰洲湾溃口，空军高炮某团
225营及广州军区某舟桥旅5营的解放军官兵前往
抢险，连指导员高建成等19人以身殉职。

为了纪念那些英勇无畏的抗洪烈士，缅怀抗洪
精神，1999年7月，咸嘉鱼筹资修建了“抗洪英雄纪
念碑”“簰洲湾九八抗洪烈士陵园”。

陵园内，英雄高建成的墓居中，其余18座烈士
墓，左右各9座，呈弧形排列。该陵园是全国唯一的
一座抗洪烈士陵园，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载体。

98抗洪后，全国人民不忘英雄壮举，传承抗洪
精神，各地先后修建了抗洪纪念碑或纪念馆。仅在
湖北，除了簰洲湾建的“九八抗洪烈士陵园”“九八
抗洪纪念馆”，荆州还先后建成“九八抗洪纪念园”

“九八抗洪纪念碑”。每年清明、八一建军节和烈士
纪念日，各地干部群众在这里进行祭扫，通过纪念
馆里的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个个镜头，重温
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深情缅怀抗洪英烈。

防洪“生死牌”见证中国人的“不服输”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

民。早在1954年武汉人民也经历过一次同样严峻
的考验。危急时刻，是党的英明领导，全国人民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战洪抢险，确保了洪峰顺利过
境。

武汉龙王庙闸口位于长江、汉江交汇处，是汉口
江堤最险段，其安危与当时700万武汉人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直接关联。1998年 8月7日，武汉龙王庙
最高水位达到29.43米。这一天，在龙王庙闸口，黄
义成、唐仁清、李建强等16名共产党员签名宣誓，在
闸口竖起了“誓与大堤共存亡”的木制“生死牌”。

“立生死牌誓与大堤共存亡”这是16名共产党
员的铮铮誓言，也是所有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龙王庙大堤上曾经立过4次“生死牌”，分别是1996
年、1998年、1999年和2016年。直到2016年的20
年间，每到危急时刻立起“生死牌”，这已成了负责
这段江堤的武汉市江汉区水政监察大队的传统，由
老同志传递给新同志。

1998年洪水退后，党中央高瞻远瞩，斥巨资启
动龙王庙险段。综合整治工程，对全长1080米的龙
王庙险段，按照“扩宽抠门，改善河势、除险加固、综
合治理”的原则，扩宽南岸嘴（汉江入长江口的右
岸），加固汉口驳岸，实施铰链沉排和隔渗墙建设，
让龙王庙堤防得到加固。现在的龙王庙，已经从以
前的险滩变成了如今的旅游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如今，1998年的那块生死牌的“原件”已经被国家
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永久收藏，作为对那段历史的见
证。而代表共产党员“人在堤在”誓死坚守大堤的铮
铮誓言却深深刻在每一位武汉市民的心中。

赓续抗洪精神 巾帼当仁不让
98抗洪精神，不只产生于这一次抗洪抢险斗争，

而且根植于中国人民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伟大实践
中。有了这种万众一心、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
我们就能“堆土成山”，办成大事；有了这种精神，我们
的人民受益、民族受益、国家受益。而每当民族危难
之际、国家需要之时，也同样随处可见中国女性英姿
飒爽的风姿。

2016年 6月底，我国南方多地日雨量破极值，长
江出现2016年第1号洪水。在7月的一个月内，习近
平总书记三次谈到抗洪工作，要求各级干部站在人民
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
待，守土有责，敢于担当，完善体制，严格监管，让人民
群众安心放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守土有
责、履职尽责，做好防汛抗洪抢险各项工作，切实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月4日，当作为“北方人”的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在暴雨如注的夜晚站在江水与大堤几乎平齐的长
江大堤前，听到由远而近一声声炸雷循环而至时，心
里不免打起了鼓。

然而，面对站在记者面前这位女性，记者心里又踏
实许多：胡明荣，武汉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党委书记、主
任兼妇联主席。7月2日，赴北京参加“七一”纪念大
会并接受“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表彰返回武汉的胡
明荣，第一时间与社区党员张高运等204名妇女组成
的抗洪突击队，做好了随时奔赴抗洪一线的准备。7
月3日，胡明荣带着其中40名女队员组成“江欣苑社
区铁娘子抗洪抢险突击队”，来到长江大堤鹦鹉洲段，
负责其中近300米区域的巡防任务。

胡明荣告诉记者：“抗洪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
面对一切困难。在这危急关头，我们共产党员就应该
身先士卒，冲在一线，践行共产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也
展示中国女性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能在大堤上防洪抗洪，是我有生之年做的最有意
义的事。”69岁的肖丽芳大姐是“江欣苑社区铁娘子
抗洪抢险突击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但她拒绝了所
有人的劝阻坚持在大堤上巡防，她有着自己的道理：

“我年龄虽大，但身体很好，又从小在这江边长大，熟
知情况，经验比其他人多，特别是我有‘98抗洪’的经
历，这是最大的优势，防汛抗洪，不分年龄性别。”

在这场抗洪救灾中，作为一名生活在武汉的“外地

人”，记者亲眼看见了在暴雨面前，武汉市各级妇联
面对灾难的快速反应，极尽所能帮助受灾群众；亲身
经历了武汉各界妇女不畏艰险，众志成城、不向灾难
低头的坚强信念；亲耳聆听到坚守抗洪一线的武汉
女性“人在堤在”的誓言。在大灾大难面前，记者见
证了这座城市里一个个坚忍不拔、自信乐观的普通
女性英勇无畏的精神面貌。

在抗洪一线，她们不求回报，主动担当：她们是
妇联干部，是巾帼志愿者，是妇女群众……她们年龄
不同，岗位各异，为着共同的目标，聚人心、鼓斗志、
保后方。

传承抗洪精神 展现中国力量
今年7月，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防汛形势

十分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
第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各地各部门全力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各级党
委和政府紧急应对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安置受灾群
众，中央各部门迅速反应，调配救援力量与物资驰援
一线，恢复电力、通信等生产生活秩序；人民子弟兵
勇挑重担昼夜不停，接力救援受困群众；受灾地区干
部群众众志成城，全国人民守望相助，凝聚起防汛抢
险救灾的强大力量。

子弟兵来了、“橄榄绿”“火焰蓝”“志愿橙”都来
了，人们相互扶持，共度时艰。郑州很多商城和酒店
也纷纷提供避险场所，为受困的人们提供食物，郑州
所有酒店不仅没有涨价，还全部降价了，让这有些冰
冷的夜晚多了温情。网友们说，这就是“中国温度”

“中国速度”，这就是伟大的中国抗洪精神的又一体
现。

在历次抗洪抢险战斗中，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再次用行动诠释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

记者了解到，1998年战胜特大洪水后，国家大
幅度增加对防洪工程的投入，各地江河沿岸也开展
了以堤防建设为重点的防洪工程建设，长江干堤得
到全面加高加固，主要支流堤防以及洞庭湖、鄱阳
湖区等堤防也陆续加高培厚。尤其是三峡工程建
设完成，“大国重器”在拦洪错峰中发挥显著作用。
与此同时，人水和谐的理念也深入人心，通过“平垸
行洪、退田还湖”，长江综合防洪体系进一步得到增
强。

历史在不断变迁，但伟大抗洪精神没有因时
间流逝而褪色，反而历久弥坚，激励着中华民族在
一次又一次的艰难与挑战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强洪

1998年夏，我国华中、华南大部分地区及北方局部
地区发生了有史以来的特大洪水，在这场抗洪抢险斗
争中，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
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近日，武汉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倪素香在接受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抗洪精神”为我
们应对自然灾害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宝贵经验。

倪素香认为，在抗击洪灾中，我们党指挥党员干
部、广大指战员、救援突击队，和广大群众团结一心，
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书写了党、军队
和人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在一线，党群、军民并
肩战斗、筑牢铜墙铁壁；在后方，广大群众踊跃捐款捐
物，奉献爱心，都是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坚强精神力
量的体现。党群一心、干群一心、军民一心、上下一

心，共抵灾难、共渡难关，就能众志成城。这种力量，
不仅能使我们战胜自然灾害，也能应对任何艰难险
阻。有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我们就能不忘
初心、勇往直前，在新的百年征程上克服一切障碍和
任何阻碍，打赢各种硬仗，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提供精神力量。

愈是艰难困苦时刻，愈能彰显中国人民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的英雄本色。首先是党员干部不怕困难、敢
于担当。其次是人民子弟兵不怕牺牲、敢于拼搏。每
每在最危险的关头，英勇的人民子弟兵总是冲在最前
线，他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越是危险越向前。以及
群众顽强拼搏的力量。在灾难面前，志愿者、救援队、
普通百姓都迎难而上，用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努力为
抗洪精神注入了丰富的内涵，才有了不断战胜各种困
难的动力和底气。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我们会继续迎
战突如其来的各种风险，也会不惧任何困难，继续拼

搏，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
倪素香认为，在抗击洪灾中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

意志品质，不仅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无坚不摧的磅礴
力量，也成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根本保
障。面对灾害，正是因为有了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精
神品质，才激发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斗志，在党
的正确领导下最终战胜一切艰难曲折，不断创造着胜
利的奇迹。在新的百年征程上，我们还会遇到不同的
荆棘载途、山高水险，但有了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
洪精神的保障，我们就一定会不断激发出灾情愈险、信
念愈坚、斗志愈强、不取得胜利决不收兵的坚定意志，
保证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伟大抗洪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坚强意
志和无坚不摧的必胜信念，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强
大精神支撑，这也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

——2020年8月，习近平在安徽考察调研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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