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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专访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卫朝

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

申
纪
兰
在
西
沟
村
自
己
的
口
粮
田
里
平
整
土
地
。（
资
料
图
片
）

中
新
社
发

姚
林/

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劳动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手段，是一个人在体格、智慧和
道德上臻于完善的源泉。

回首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改革开放时期，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与劳动紧密联系在一
起。

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第一次正式概括了劳动精神的主要内
容：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伟大的劳动精
神，正式成为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劳动，开创幸福生活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铸就辉煌。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

湾，南泥湾好地方……”这首国人耳熟能详的民歌，使南泥湾
这个响亮的名字，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联系在一起。

1941年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展
开。“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八路军359旅
随即开赴陕北南泥湾，迅速掀起了开荒生产的热潮。上自旅
长、下至炊事员，官兵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农忙时生产，农闲
时练兵。为此毛泽东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昔日荒草丛生的“烂泥湾”变成
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粮食瓜菜大
丰收，极大地缓解了边区的供应紧张问题。南泥湾呈现出一
派繁荣景象。

与“南泥湾”大生产相似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各地
恢复生产的热潮中，同样地处黄土高原的平顺西沟，一群原本
围着锅台转的妇女发起的“劳动竞赛”改写了中国的妇女运动
史，也在太行山上树起了一座“劳动”的丰碑。

深秋的太行山，层林尽染。站在平顺西沟村金星峰上极
目远眺，满目葱茏，苍翠欲滴。

在西沟村，一直保留着申纪兰的一块责任田。“老人去世
前，还坚持下地干活。”在西沟村党总支书记郭雪岗眼里，申纪
兰离不开土地，“劳动，是她一生的信仰。荣誉和地位从来没
有改变她对土地的热爱，对劳动的信仰。”

早在1951年，在劳动模范李顺达的帮助和引导下，担任
合作社副社长的申纪兰，就发动妇女一同参加劳动，并通过劳
动竞赛的方式，在西沟村实现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男女
同工同酬最终被写入了共和国宪法，申纪兰也由此成为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

1973年，调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后，申纪兰向组织提出了
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不领工资，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坐专
车。任职期间，她仍然每年坚持回西沟参加劳动。1983年任
职期满的申纪兰又回到了西沟，为农民们寻找新的致富方向。

“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申纪兰生前接受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劳模劳模，不劳动还叫甚劳
模了!”

2020年6月28日,一届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全国劳模申纪兰因病去世。劳动最光荣。这是
申纪兰用一生的勤劳为劳动精神做出的最朴实的注脚。

劳动，成就伟大壮举

伟大出自平凡，奋斗铸就奇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解决全国人

民的吃饭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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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万城市知识青年陆续来到北大荒，在关东
三江平原的亘古荒原上发起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的
伟大壮举。

点燃“第一把火”，拉动“第一把犁”，从人迹罕至的“北大
荒”到美丽富饶的“北大仓”，如今这片土地早已成为我国现代
化程度最高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在祖国的边陲，几代拓荒人
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用青春和汗水保证了“中国人的饭碗一
定要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山西省右玉县曾经是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
地。在毛乌素沙漠边缘，10万右玉人70年坚持在沟梁山壑之
间植树造林，愣是靠肩挑手提，种活了1.3亿棵树木。70多年
的“绿色接力”，让一片“不适合人类居住”的不毛之地，成为

“塞上绿洲”，全县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不到
0.3%，达到如今的56%，99%的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也创
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生态奇迹”。

“幸福生活是靠双手创造出来的”，这句话右玉人感受实

在是太深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模余晓兰见证
并参与了右玉三十多年的“绿色接力”，从南崔家窑村
望去，她当初承包的万亩荒山，如今已是满眼绿意，万
木葱茏。“那时候可是栽了死，死了栽，栽了再死，死了
再栽，反反复复，但终究会有成活的苗。有一棵成活，
就不愁十棵、百棵……”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正是千千万万人辛勤的
劳动，“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让“不毛之地”变成了

“塞上绿洲”。
无论是决战北大荒的十万官兵，还是塞外抗击风

沙的植树大军，无论是登上最高领奖台的劳动模范，还
是田间地头的普通老农，正是他们战天斗地、呕心沥
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正如当年一首民
谣所唱：万把锄头万颗星，万颗星星当明灯，万滴汗珠
湿透土，万代幸福扎下根。

而我们从他们手中接过的，除了幸福美好的新生
活，还有他们用汗水甚至鲜血凝结而成的崇尚劳动、热
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

劳动，收获最美人生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淘粪工作很苦很累，但是很光荣！”淘粪工时传祥，
是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
表。他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崇高精神，在平凡
的环卫岗位上无私奉献了一生，为首都的环卫事业做出
了不平凡的贡献。时传祥的经历向人们生动诠释了劳动
的光荣和生命的价值，为后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典范。

“我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研究、弘扬世界
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这是最大的幸福。”樊锦诗被
称为“敦煌的女儿”，一个瘦弱的江南女子，扎根大漠，无
怨无悔。穷尽毕生所学，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为敦
煌莫高窟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在云贵高原的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每天清晨5点
15分，“燃灯校长”张桂梅都会出现在教学楼，为学生们
开灯……她是孩子们口中的妈妈，她说自己有1645个女
儿,她是幸福的。华坪女高建校13年来，张桂梅的步履
从轻盈到蹒跚，身姿从矫健到佝偻，她就像一个陀螺，为
了大山里孩子们美好的明天永不停歇。她是孩子们口中
的妈妈，她以忘我的精神在教育扶贫战线上辛勤耕耘38
年，用心血和汗水，照亮了山区女孩的未来。

“让女孩读书，受惠的不只是女孩，改变一个女孩会
影响三代人！”13年间，1804名女孩从这里走出大山，实

现梦想，张桂梅在创造了教育奇迹的同时，也实现了自
己的人生价值。张桂梅说虽然她无儿无女，但她有千
千万万的孩子，只要学生能幸福就够了。

……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中，不管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不管是白
领，还是蓝领，他们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发
挥出了主力军作用，彰显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风采，他们是新时代的最
美奋斗者！

“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
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

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积贫积
弱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洋
火、洋钉、洋油”的制造业窘境，到建立起全球最完备
现代工业体系……亿万劳动者用勤劳与智慧，让久
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伟大的劳动精神激励着广大劳动者以脚踏
实地的努力、毫不懈怠的拼搏，一步一个脚印迈向幸福
的新生活。

新时代应如何弘扬劳动精神？劳动精神的内涵是
什么？在加强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学校、家庭、社会的
作用有什么不同？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
了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民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卫朝。

记者：您认为劳动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它在中国共
产党精神谱系中是怎样的位置？

李卫朝：劳动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重要论述的组成部分，是对
广大劳动者劳动实践的高度肯定与科学总结，也是对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劳动观的丰富和发展。

劳动精神是关于劳动的理念认知和行为实践的集
中体现，在理念认知上表现为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在
行为实践上表现为辛勤劳动、诚实劳动。两者构成劳
动精神内涵的整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
要内容，劳动精神始终流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液
里，闪耀着创造物质财富的魅力，描绘着实现美好梦想
的图景，演奏着昂扬奋进的时代强音。

记者：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是怎样的关系？
李卫朝：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
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
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
匠精神。

这个表述是对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
高度概括和总结。劳动精神是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
共同基础，可以说，没有劳动精神，就没有工匠精神和
劳模精神，三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一脉相承又各
有侧重，劳动精神是相对于广大的普通劳动者而言，
劳模精神侧重于劳模群体，工匠精神更侧重于有一技
之长的产业技术工人。

弘扬劳动精神，就是要认识到劳动的时代价值，树
立劳动最光荣的理念；要让劳动者热爱本职岗位和工

作，在全社会营造热爱劳动的社会风气；要承受得住辛
苦、艰苦，养成勤快的习惯；要用诚实的态度做事，用诚
实的态度做人。

记者：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有
人认为，现在弘扬劳动精神似乎没有那么必要，您怎么
看待这种说法？

李卫朝：劳动者的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
至关重要。中国已经是拥有全球最完备现代工业体系
的制造大国，但中国制造“大而不强”，还存在质量效益
不高、技能人员缺乏、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等短板。我们
要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和体系，加强技术技
能培训力度，通过多种形式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
业能力，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记者：您认为当下我国应该加强怎样的现代劳动
教育？

李卫朝：当代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历史
时期，青少年一代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肩负着
民族复兴的重任。而劳动教育直接决定青少年一代的
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创造性地劳动”。这是对劳动教育的深刻阐释，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劳动教育工作的
高度重视，凸显了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是我国教育史
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对新时代劳动教
育做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

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
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
价值。实施劳动教育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
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
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
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的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
劳动品质。

通过劳动教育，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
义劳动观，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
认劳动不分贵贱，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培养勤

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
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劳动习惯。

记者：在加强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学校、家庭、社会
的作用有什么不同？

李卫朝：在加强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学校、家庭、
社会需要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
育中的基础作用。比如家长要注重日常生活中的劳
动实践机会，鼓励孩子自觉参与劳动，掌握必要的家
务劳动和生活技能。培育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家长
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至关重要，有助于孩子养成从
小爱劳动的好习惯。

在劳动教育中，学校发挥的是主导作用，学校要
切实承担劳动教育主体责任，着重引导学生形成马克
思主义劳动观，系统学习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根据
学生身体发育情况，科学设计课内外劳动项目，采取灵
活多样的形式，激发学生劳动的内在需求和动力。

社会支持作用在劳动教育中的体现主要在社会各方
面资源为劳动教育提供必要保障。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
协调和引导企业公司、工厂农场等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开
放实践场所，支持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
动、参与新型服务性劳动，使学生与普通劳动者一起经历
劳动过程。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以及各类社会组织要主动
搭建平台，支持学生深入城乡社区、福利院和公共场所等
参加志愿服务，开展公益劳动，参与社区治理。

记者：您认为新时代弘扬劳动精神有怎样的现实意
义，应该如何弘扬劳动精神？

李卫朝：劳动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新时代弘扬劳动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价值，它不仅关乎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的培养，也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甚至关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

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宣传劳动模范和其他典型的先进事迹，树立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涵养全社会的劳动
信仰、劳动情怀和劳动品格，鼓励劳动者恪尽职业操
守、崇尚精益求精、奋力追求卓越。发挥劳动的独特育
人价值，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凝聚劳动精
神、激发劳动力量，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

崇尚劳动崇尚劳动 热爱劳动热爱劳动 辛勤劳动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诚实劳动劳动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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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
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
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
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2021年7月21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互助组纪念雕塑”再现了当年的劳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