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这些精神 勇往直前

2
电话：8227878-8037 8232929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

晚报版部主办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符宏伟 校对 刘挺聚焦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两会2021年 3月 17日 星期三

只有善于总结过去，才能更
好开辟未来。中国共产党人善于
从最新实践中升华和提炼精神力
量。

今 年 3 月 6 日 ，在 医 药 卫 生
界、教育界委员联组会上，习近平
提出，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深入宣传抗疫先进事迹和时代楷
模，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
好氛围。

2020 年，在全国抗疫表彰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场

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
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
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
神。

脱贫攻坚，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两会上始终关注的一件大
事。2016 年，他在青海代表团强
调，脱贫攻坚一定要扭住精准，找
对“穷根”，明确靶向。2019年，他
在甘肃代表团强调，尽锐出战、迎

难而上，真抓实干、精准施策。
今年两会前夕，习近平在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
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
面胜利。他说，脱贫攻坚伟大斗
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
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
克 难 、不 负 人 民 ”的脱贫攻坚精
神。不难看出，总书记这些年在
全国两会上针对脱贫攻坚提出的
方略、作出的部署，也熔铸进了脱
贫攻坚精神。

50次“下团组”
习近平强调这些中国精神

3月 10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在京闭幕。大会期间，许多政协委员提起习近平去
年最后一天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金句”——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
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时政新闻眼》梳理发现，2013年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50次“下
团组”，多次谈到精神的力量，描绘生动的精神图谱。

今年是牛年，习近平以孺子
牛、拓荒牛、老黄牛“三牛”精神勉
励国人。在这当中，拓荒牛精神
指的是创新发展、攻坚克难。

早在 2014 年，总书记在参加
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就谈到了“开
荒牛精神”，他要求广东勇于先行
先试，大胆实践探索，在全面深化
改革中走在前列。去年 10 月，总

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
年庆祝大会，再提“拓荒牛”，要求
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永葆“闯”
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
风。

创 新 是 引 领 发 展 的 第 一 动
力。2016年两会，习近平首次“下
团组”是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
建、工商联委员，他提出，要激发

企业家精神。
去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许

多市场主体面临极大压力。4月，
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要发
扬企业家精神，迎难而上、克难攻
坚。在几个月后的企业家座谈会
上，总书记为企业家精神作出诠
释：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
国际视野。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这 9 年的 50
次“下团组”中，习近平提及次数最多的精
神之一，是钉钉子精神。

2013 年，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各级干部要转变工作作风，发扬
钉钉子的精神，把转变工作作风和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2014
年，他在安徽代表团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精
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
成。2015年，在吉林代表团，总书记再提钉
钉子精神，要求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
音。

2013 年 2 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二
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要有钉
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
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
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
下去，必然大有成效。”此后，钉钉子精神在
全国两会上被总书记反复提及。

今年 3月 7日，总书记在参加青海代表
团审议时谈到“斗争精神”。他说，要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
心使命，不断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
领，做到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迷航、在艰巨斗
争面前不退缩。

两天之后，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团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实干精神”。
他指出，全军要强化责任担当、弘扬实干精
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扎实做好各项工
作，确保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于亮剑、敢于
出击的斗争精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实
干精神，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
神，排除万难、自强不息的艰苦奋斗精神
……我们党和国家依靠这些精神走到今
天，也必然要依靠这些精神赢得未来。

2018 年 3 月，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在发表讲话时说，中
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
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

“有这样伟大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
有这样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们的骄傲。”

中国人民将永葆这份骄傲，实现更远
大的历史宏愿。

今年 3 月 6 日，习近平在看望
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
育界委员时说，引导广大教师继
承发扬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捧着
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 精
神，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
之心投身教育事业。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这句话出自人民教育家陶行
知，也成为他一生的写照。

2013年 3月，习近平在参加西
藏代表团审议时，希望大力弘扬
“老西藏精神”，发愤图强，乘势而

上。老西藏精神诞生于 20世纪五
六十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核心
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 忍 耐 、特 别 能 团 结 、特 别 能 奉
献”。去年 8月，总书记在中央第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再提“老西藏
精神”——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
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

2015 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
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提到了
我们党的一个重要传家宝——井
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他说，要
永远铭记、世代传承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铸就
的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正
本清源、固根守魂，始终保持共产
党人政治本色。

今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建 党 百
年，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党集中开
展。今年两会前夕，习近平在动
员大会上提到了我们党百年非凡
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伟大精
神。他说，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
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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