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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充满理想的事业。教育者首先要有理想，然后才能引导和点燃受

教育者———学生的理想。教育者富有理想地对待教育，就会以不一样的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实际行动对待学生、学科和学校，学生、学科和学校也可

能因这个教育者而不同。

做有梦想有追求的教育人，是从外在的 “敬业”转变为发自内心的 “乐

业”，从谋生的 “职业”转变为自觉追求的 “事业”，从普通型的 “教师”转

变为研究型的 “专家”的重要前提，也是追求最高境界———幸福感、快乐感

的内在动力。因此，有梦想有追求的教育人必定会在坚守与改变中不断前

行，在追梦和圆梦的路途中坚持不懈，建功立业。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深入推进，教育发展正处于关键期。“顺

境逆境看胸襟，大事难事看担当。”迎接教育改革发展的挑战，我们教育人

要多一份责任和担当。既然选择了教育工作，我们就要毫不犹豫、全力以赴

地履行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神圣职责。坚定信念，无畏困难，以 “坚韧不

拔，久久为功”的毅力和信念，以 “超越前人，敢走新路”的勇气和魄力，

以 “发现自我，博采众长”的眼光和境界，多一些豪情，多一些拼劲，坚持

专心专注地把一件件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做一位无愧于时代的教育人。

《尚书》有云：“功崇惟业，业广惟勤。”无志不足以行远，无勤则难以

成事。我们教育人不仅要仰望星空，拥有远大的理想抱负，而且要脚踏实

地，秉持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勤奋、“不破楼

兰终不还”的执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实践

中走向成功。“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顺木之性，可使其健康成长；顺人之

性，可使其快乐学习。我们要善待学生，以致其性，让每一位学生的笑脸像

花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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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理想多一点时间和等待。松因傲然挺立而愈显高大，心因坚守梦想而

格外高尚。心若在，梦就在。追梦圆梦之路漫漫，但追梦圆梦之心依然坚挺

如山，坚实如磐。梦想火种不灭，执着追求永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人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

会，每个人都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每个人都享有与祖国共同成长的机会。

我们的命运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紧紧相连，每个人在人生

舞台上都能大放光彩。

衷心祝愿所有教育人，怀揣教育梦想，在追求民族之梦和个人理想的旅

程中，在教育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大步向前，一路欢歌，走得更远，走得更

好，走得更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做出贡献！

李代文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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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中国梦”，连接了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是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

壤，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追求，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中国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梦”是有价

值追求的社会梦想。从价值追求来讲，“中国梦”就是在中国实现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梦

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和

思想力量，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在思想文化建设领域的一项战

略性任务。

“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壮丽前景催人奋进。我们要坚持 “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

引，适应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第一节　 “中国梦”的伟大构想

一、“中国梦”的提出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重要讲话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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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

建校８０周年庆祝大会暨２０１３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只

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 “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７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简洁、务实的讲话，其中出现

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是 “中国梦”。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两个１００年”的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

现。”

中国梦一经提出，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共鸣，从报纸、荧屏到街头

巷尾，从ＱＱ群到微博，中国梦成为激荡神州大地、承载亿万海内外儿女梦

想和重托的热门词汇。同时，中国梦引发了 “世界回响”，成为许多国家政

要、学者和媒体谈论的焦点。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说，中国梦不是政治口号，它勾画出了一个完

全可以实现的愿景，很值得非洲学习。

美国未来学家、《中国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指出，强大的中国

领导层，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众多党员，正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按照自己的

想法打造中国梦。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拉林

说，中国梦准确地阐释了当今人类的理想与追求，具有普遍性。

德国汉学家、民族学家南因果博士认为，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普通民

众，都对中国梦充满期待。中国梦是属于世界的，也是由亿万个普通中国人

的个人梦想汇集而成的。

美国 《新闻周刊》载文称，中国梦会产生深远影响，将 “重振中国光辉

史”。

英国 《金融时报》则刊文称，中国的梦想，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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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世界的命运。

二、“中国梦”的本质内涵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

宣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反映了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的美好夙愿，进一步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路径，指

明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坚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对于团结动员全体人民开辟现代化

事业新境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中国梦”的深刻寓意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观 《复

兴之路》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梦的三大寓意：

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 “雄关漫道真如铁”。我们唯有不忘 “中国

梦”，我们才能真正站稳脚跟、放眼向前。

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 “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唯有追求 “中国

梦”，我们才能真正扬眉吐气、只争朝夕。

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 “长风破浪会有时”。我们唯有实现 “中国

梦”，我们才能真正屹立世界、屹立民族之林。

经过鸦片战争以来１７０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

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和中华民族近

现代奋斗史的总梳理，是对亿万中国人家国情怀的总回应，是对未来中国加

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动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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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梦”的伟大战略

一、深厚的历史渊源

人类历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形态：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

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华夏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史籍记载，埃及、西亚、

希腊、印度、中国曾经是世界古代文明的五大中心区域。

中国梦首先是一个复兴梦。何谓 “复兴”？唯有自身文明曾经繁荣昌盛

过的民族，才有资格提出复兴的目标；唯有承受过艰难困苦而始终不曾放弃

梦想的民族，才有力量提出复兴的目标；唯有真正伟大的民族才不会在苦难

中沉沦，反而会从苦难中奋起。中国梦一经提出就引起广泛共鸣，是因为这

个梦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

围绕中国梦的 “寻根”“萌芽”“成形”“圆梦”四个环节，可以把中国

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分成四个时期来考察。

寻根———前天的辉煌。从秦汉到明朝后期，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

地位，梦的根源就在这个时期。伟大的中华文明在５０００多年里一脉相承、

生生不息……从伏羲明道到精卫填海，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从始皇一统

到汉唐盛世，从富庶大宋到繁华明代；从冶铁铸剑到火药发明，从造纸技术

到活字印刷，从指南针的运用到郑和七下西洋……勤劳智慧的华夏子孙向世

界奉献的文明成果，以及物华天宝的 “天朝上国”，无不让世人钦慕、万国

敬仰。

萌芽———昨天的苦难。从明朝后期到２０世纪初叶，中华民族的发展落

后于西方列强，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戊戌变法先驱康有

为曾在 《三月十七日保国会上演讲辞》中痛心疾首：“吾中国四万万人，无

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

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

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多少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舍生取义，无数英雄豪杰

奋起抗争，古老中华民族踏上了一条充满悲壮、充满艰辛而又浩气长存的复

兴之路。从洋务派 “自强求富”，到梁启超的 “少年中国说”，再到孙中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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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中华”，都体现了中国梦的萌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

识到只有革命才是中国的出路，于是他们发动武昌起义，将腐朽的清王朝掀

翻在地，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

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实现了２０世纪中国的一次历史性巨变。然而，

胜利果实很快被一些野心家窃取了，中国继续深陷在战乱与贫困之中……帝

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梦想。

成形———今天的奋斗。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实现中

国梦找到了领导核心和正确道路。在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华

夏大地掀起了一场前无古人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大革

命失败后的南昌暴动、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到古田会议创立建党建军路线；

从开辟井冈山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横空出世；从历经

九难十八险的万里长征到高擎起抗日救亡的大旗；从 “九一八”民族蒙难到

赢得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西柏坡最后一个

农村指挥所指挥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到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

旗……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而战斗，为民族富强而奋斗，通过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壮丽事业，引领中国踏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重新回到了国际舞

台的重要位置。这是中国梦成形的时期。

圆梦———明天的美好。从现在起到２１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 “两个

１００年”的奋斗目标，也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这四个发展时期，可以概括为中华民族 “前天的辉煌” “昨天的苦难”

“今天的奋斗”“明天的美好”。而把中华民族的前天、昨天、今天和明天串

联在一起的基本线索，就是帝国梦———救国梦———建国梦———富国梦———强

国梦。中国和中国人民从 “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一梦几

千年，是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昭告的：“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

担当，不负明天百年激荡，百年抗争，百年奋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正奏响人类文明中美轮美奂的世纪交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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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的国情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由弱变强，成功实现由低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历史性跨越。我国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近１０％，由１９７８年的３　６４５亿元跃升到２０１４年的

６３６　４６３亿元。１９７８年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十位；２００８年超过德国，

居世界第三位；２０１０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２０％。根据世界

银行的数据，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９０美元上升至２０１３年的

６　６４４美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生活实现了从基本消灭贫困到解决温饱，

再到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的历史性跨越。２０１４年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２８８４４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１０４８９元，扣除物价上

涨因素后，实际比１９７８年增长十几倍，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明显增加。贫

困人口大幅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亿人减少到２０１０年的

２６８８万人，平均每年脱贫５４４万人。

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从沿海到沿江、沿边和内陆，从

制造业到农业和服务业，从大规模 “引进来”到大踏步 “走出去”，中国对

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大幅提升。２０１３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４万亿

美元，成为全球第一。《金融时报》为此刊发评论：“过去３０年，每隔约４
年，中国贸易额就会翻番。”２０１４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１１９６亿美元，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则达到１１６０亿

美元。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

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当今世界经济面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突出

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之一。

特别是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改革稳

定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牢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

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创新宏观调控，奋

力激发市场活力，努力培育创新动力，使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运行，令

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让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促使民生事业持续改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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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今日之中国，其行进也迅疾，其承载也浩大，但距离两个一百年目标、

民族复兴梦想，依然有着 “行百里者半九十”的严峻考验。改革进入深水

区，发展面临攻坚战，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敢于迎接前所

未有的挑战，敢于面对世所罕见的困难。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期和利

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期，社会思想和价值追求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益鲜

明。

如何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在多变中找恒量，是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而 “中国梦”恰恰就是全体中国

人利益的最大交集，是中国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只有 “中国梦”能够把

全民族的期盼和追求凝聚起来，把十几亿中国人的利益整合起来，因此，它

具有强大的力量。

三、宏大的国际视野

（一）大国崛起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大国崛起的过程无不伴随着全体国民共同的期待

与奋斗，无不是以宏大的国家梦想作为精神引领。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大国崛起的浪潮。

第一次是１８到１９世纪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国崛起。这次崛

起的国家拥有千万级的人口规模。这些国家的崛起，离不开以航海梦、工业

梦为象征的 “欧洲梦”的支撑。

第二次是２０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崛起。这次崛起的国家拥有上亿

级的人口规模。美国的崛起，同样离不开 “美国梦”的支撑。２０１４年５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纽约西点军校声称，美国打算成为未来１００年内的世界领

袖。

第三次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这次崛起的国家拥有１０多亿级的人

口规模，远超历史，因此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这就更加需要用

如 “中国梦”这样伟大的梦想来打牢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塑造积极健

康的大国国民心态，养成昂扬奋进的民族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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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梦”与 “美国梦”的区别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民族的梦想都有自身的时代特质。美国仅

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它却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发展神话，其内在驱动力就是

由 “淘金梦”“移民梦”“自由梦”“成功梦”凝练而成的 “美国梦”。

国人也有许多梦：“上学梦”“就业梦”“安居梦”“致富梦”……

先让我们再重温一下 “中国梦”和 “美国梦”的具体内容。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

的讲话。

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

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摘自詹姆

斯·特拉斯洛·亚当斯 （Ｊａｍｅｓ　Ｔｒｕｓｌｏｗ　Ａｄａｍｓ）的 《美国史诗》。

“中国梦”与 “美国梦”的不同是必然的，这是由历史、文化、经济、

地理等因素决定的。“中国梦”与 “美国梦”主要有以下七大区别。

一是 “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 “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较之中国，

美国具有巨大的地理优势，其三面环海，易守难攻，建国伊始就是一霸，历

史上从未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略征服，倒是常常主动出击攫取他国资源。所以

他们似乎一直没有国家安全之忧，人民可以专心做自己发财致富的梦。但

是，自古以来，中国周边的环境一直极为险恶，历史上与周边国家的征战从

没有停止过。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国家的富强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

障，所以 “中国梦”必须把 “国家富强”放在第一位。

二是 “中国梦”的目的是民族振兴，“美国梦”的目的是个人成功。中

国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统称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生于兹

养于兹，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对这块热土具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大家有一

个共识：民族孱弱、任人欺凌，个人的尊严就会丧失，生命财产得不到保

护，哪有幸福可言？美国的民族情况远比中国复杂。黑人长期受白人歧视，

虽然现在法律上是平等了，但是骨子里的不平等是一时无法消除的，一件小

事就可引起内部激烈的民族冲突。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人们没有乡土依恋，

缺乏民族观念，自然也就只注重个人的成功。

三是 “中国梦”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美国梦”可以利用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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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才资源达到。历史上，美国多次利用其他民族的人民来发展自己的国

家。比如早期从非洲引进大量黑人搞种植，十九世纪利用中国劳力修铁路，

现在又大量吸收墨西哥、东欧的人从事各种各样的体力工作。很多白人有了

闲暇时间，整日打高尔夫球，享清福。然而，中国是一个具有１３亿人的大

国，不可能靠大量引进外来人才发展自己，所以习总书记才强调 “实现中国

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

聚中国力量”。

四是 “中国梦”是群体的和谐幸福， “美国梦”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

有爱才有家，有国才有家，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中国人自古就有一

个 “家国”的概念，群体意识一直很浓，讲究的是 “家和万事兴”。然而欧

美文化则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快乐。

五是 “中国梦”具有纵深的历史感，“美国梦”只有现实的体验。实现

“中国梦”的自信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历史。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历

史上多次强盛，曾是一段时期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然而，美国只有两三百

年的历史，自建国起，靠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和人才逐渐变成一个超级大

国，所以他的梦是把现实延续下去，不让挑战他的力量出现，一直可以做自

己的美梦。

六是 “中国梦”人人给力，“美国梦”强调个人努力。实现 “中国梦”，

要凝聚大家的力量，人人给力，踏实勤干，利用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朝一个

方向努力。所以，现在要实现梦想，就必须统一大家的意识，明确一个目

标，劲往一处使。然而美国自建国起走的就是一条务实的道路，就是简单追

求个人富裕幸福，所以个人成功的合力构成了国家的强大。

七是 “中国梦”是为了民族光荣，“美国梦”是为了个人荣耀。自鸦片

战争以来，中国部分领土被侵占，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次次大灾难，

都是民族的创伤。近代史上，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民族有

尊严，国家有安全，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美国就没有这种痛，所以它也不会

做这种梦，因而，“美国梦”强调的是个人的富裕、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总之，“中国梦”始终以中国为出发点，放眼世界、胸怀人类，彰显中

国梦造福世界的终极关怀。“中国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连

接着国家与个人、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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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实现 “中国梦”的基本要求

一、必须把坚持中国道路作为首要遵循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道路，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头等大事。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

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决定的。正如有句话所说：鞋子合不合

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国情和

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出的一条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

不懈探索和艰苦奋斗中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是对中国发展奋斗的历史和

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人民的意愿和选择，是 “中国梦”的主心骨和

中轴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伟大实践中

走出来的，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它

是在对近代以来１７０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它是在

对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它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国连续３０多年保持近１０％的经济增长，城乡居民

收入更是增长３０倍以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正是这条道路，让我们短短１０年间构筑起一些西方国家近百年才完成

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不到２０年就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正是这条道路，让我们能够接连夺取抗击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

石流、芦山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胜利，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这一系列 “中国奇迹”都显示出中国道路的比较优势和旺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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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指引方向，更决定命运。坚持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就是我们的复兴之路，追梦之旅。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才能连接过去、立足当下、通向未来，才能让我们疾行在追梦圆梦之旅

中、振兴复兴之路上。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我们应当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

信。

二、必须把弘扬中国精神作为思想支柱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毛泽东同志讲，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

个国家，更是需要精神支柱。

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骨头、脊梁和魂魄。有精神的国家和民族，才

是生生不息、战无不胜的国家和民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雄强伟岸，这

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才会雄强伟岸；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枯萎飘零，这个

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就会枯萎飘零。有了精神，就有了追梦的源泉和动力，就

有了圆梦的坐标和斗志。反之，就失去了源泉和动力、坐标和斗志。

鲁迅先生曾在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

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追求的精神结晶。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励精图治，勤劳朴实、勤俭节约，居安思危、忧国忧

民，勇敢正直、善良仁厚，敬老爱幼、尊师重教，精诚团结、诚实守信等中

华美德的集合，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主干。古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

神……无不彰显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５０００多年的华夏文明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最

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志，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固发展的丰

厚滋养。

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孕育了丰富的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创造了改造自然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英勇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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