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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延安精神是激荡中

国人民艰苦奋斗的良剂，是新时代青年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增强文化底气和培育文化自信所在。当前，

随着网络信息化发展，许多青年对弘扬革命文化认识不足，对延安红色文化传承力度不够。新时代青年

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必须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弘扬革命文化，用延安

精神武装青年头脑，使青年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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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an’an spirit is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form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PC during the period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Yan’an spirit is a good agent for 
stirring up the Chinese people’s hard work, and it is where the young people of the new era firmly 
adhere to the correct political direction,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cultivat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t pres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zation, many young people 
hav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mo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the inheritance of 
Yan’an Red Culture.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shoulde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realize this historical mission, we must establish 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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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t ideals and beliefs, carry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rm young people with the Yan’an 
spirit, and make young people become the inheritors of the re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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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新时代弘扬革命精神指明了前

进的方向。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产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的艰苦奋斗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食粮。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视角来看，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延安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时代价值，

是新时青年弘扬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的重要理论来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精神谱系。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青年在实践中弘扬和赋予延安精神时代内涵，

有利于新时代青年坚持文化自信，更好地学习红色文化，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 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延安精神作为社会意识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理论基础对延安革命实践的反映[1]。延安精神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为内

容的思想路线，以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自力更生为基本特点和以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根本特征，是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2]。 

2.1. 延安精神的形成 

延安精神是从抗日战争时烈火到解放战争时期，从延安大生产运动解决生存问题到延安整风整顿党

内风气中形成的，因此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至今为止，延安精神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

的坚强动力。 

2.1.1. 理论之源 
延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延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相连，是伴随马克思主义传

播到中国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之中形成的，是在一个中国化向另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之中诞生的，

并且延安精神是继承和发展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基础上不断形成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不断走

向成熟，在延安这一红色革命宝地留下著作多达 112 篇，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延安精神形成

的理论基础，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和具体运用。土地革命后期，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

后，经过战略转移，最终定在陕北扎根落地，走进延安之后，毛泽东在系统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

抗战时期撰写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奠定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形成。1937 年，他撰写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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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经过延安整

风之后，在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延安精神之所以不以特定的英雄人物和个别的现象来命名，是因为它普遍存在于延安的各方面和各

个群体之中。延安精神作为特定时期背景时期下产生的精神有着其产生的发展的过程，延安精神产生于

上世纪三十年代，形成和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延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革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信

仰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相连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时代精神的体现[3]。 

2.1.2. 人民至上的立场 
延安精神的立场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代

表人民的利益，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是鉴别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最好方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能不断战胜艰难险阻，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延安时期，面对日益上升

为主要矛盾的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会议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共同合作一致对外解决民族

危机。从国内事务来看，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局努力促成国共合作，最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这是

事件之后，国共一同分析战争局势总结经验，通过充分对比敌我力量的差距，找到了击碎帝国主义的坚

定地力量，这股力量就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面对国内危机，中国共

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充分调动群众的力量，制定了一系列的抗日战争的策略，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著作《论

持久》中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在这一时期实行了减租政策，三三制度等，正

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解放人民群众为己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取得了近代中

国以来的抗日战争的玩全胜利，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断地壮大。 

2.1.3. 实践基础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延安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延安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延安精神的四大要点与延

安精神资源有关.具体来说，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来看，当红军遭遇困难险阻时，陕北红军在老一辈领

导人的领导啊下，坚守陕北根据地，使长征部队找到了落脚点，从而使“延安时期”得以开启，从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方面看，延安的干部还是群众都脚踏实地，不空谈落在实处；从延安整风运动可以看出

党内对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正确态度，并根据时代背景和实践情况做出了正确判断，在党内树立了

“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并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

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面来看，从延安的领导人到普通战士都是典范，延安领导人做到了贴近群众和

依靠群众，并且不断地改善群众的生活条件，维护和保障群众的利益；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面来看，

延安地区人民朴实，有着克勤克俭的民风，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军的不断侵袭，中国共产党根据当

时的具体的情况开展了自救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巩固和加强了根据地的力量，同时也粉碎了日军和反动

派的阴谋，这一正义的反侵略爱国战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2.2. 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的革命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

行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延安精神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鲜明时代

特征。当前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具有时代价值。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

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时代党员干部建设离不开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只有随时代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理论，才能更好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作用。

延安精神所蕴含的理想信念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与新时代党中央理论高度一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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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弘扬延安精神，并在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实践中不断赋予延安精神新的特点，党历来重视历史实践中所

流传下来的革命斗争精神，延安精神是长期以往坚持的思想，在社会主义中国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4]。 
延安精神所蕴含的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理念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相契合，

是新时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动力，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延安精神之所以能够长期以往得以传承和发展，在

于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延安精神在思

想渊源上有着密切联系，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延安精神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石和共同的目标及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5]。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6]，延安精神所

蕴含的理想信念和新时代党的理想信念相契合，是共产党补足理想信念之“钙”的力量之源。延安精神

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使命、事实求是的精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深刻总结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摆脱了共产国际，并且总结苏联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在中国本土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引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延安精神所蕴含的丰富的内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来源，党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高度

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必须以人民中心，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延安精神作为革命时期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也是建设当代精神文明的

法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延安时期所开展的党内运动使党内在思想

上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组织上更加严明纪律，作风上反对贪污腐败，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这也是新时代党建的重要来源[7]。 

3. 新时代青年弘扬延安精神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青年兴则国兴，中国的发展需要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延安精神激荡着广大的

青年，青年弘扬延安精神，学习红色文化，传递红色基因是时代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8]，同时可以帮助青

年更好树立正确的三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育四有青年提供动能，延安精神具有开放性、创新性的特

点，延安精神之所以能久经不衰，始终得以坚持和弘扬的重要原因是它的教化作用，延安精神的创造离不开

人民群众，在内容层面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层面对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3.1. 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理论来源 

青少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群体，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年龄层面来看，青少年阶段是

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从社会的群体来看，青年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重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实的力量。目前，随着社会多元价值的影响和西方价值文化的冲击，

以及青年自身的塑造性易变，使许多青年对社会文化和历史认同不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认识

不清，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和道德观念淡薄的境地。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国家、社会和公民层面与延安精神相融相通[9]。青年弘扬延安精神能够在思想上深入认识党的优良传

统以及艰苦奋斗的精神，铭记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并且使青年提

高辨识度，树立正确的三观，成为四有青年。 

3.2. 为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提供精神动力 

延安精神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信仰的坚守来源于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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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清醒和自觉[10]。延安时期，正是因为有理想信念的力量支撑着无数青年冒险奔赴延安，在艰苦困难

之中，屹立于不倒之地。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对广大群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在这一时期，中国共

产党创办了二十多所干部高校。并且兴办报刊等杂志，加强理想信念的宣传教育，使干部群众更加坚定

理想信念，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指引下，最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取得了丰硕战果，也为社会主义

建设奠定了坚实了基础。 
青年作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弘扬延安精神有利于青年将现实自我理想和远大理想相结合，认识到

个人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关系，个人的理想需要建立在社会理想奋斗之中实现。 

3.3. 为青年坚定文化自信提供理论支撑 

延安精神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的来源，文化自信是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坚定文化

自信必须坚定弘扬延安精神，把延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形[1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十三年的

磨炼，使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也不断成熟，延

安精神作为这一时期实践产生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唤醒青年文化认同方面起着直接的引导作用。延安整

风运动让青年了解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高标准、严纪律要求自己，并在思想上不断

向党组织靠齐；延安时期党员干部以人为为中心，无私奉献的品质以及延安人民艰苦奋斗、朴实务实

的精神让青年深刻感受到民族强大的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更加自觉主动地学习延安精神，传承

中华民族文化。 

3.4. 引导青年恪守为民情怀、筑牢政治根基 

延安精神的精髓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12]。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深入基层，和干部

和群众交谈，不仅做到体察民情，还注重群众的呼声，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首要位置，做到了密切联系

群众。当时，党和政府在充分集民意、广民智下建立了民主集中制，巩固了党的领导，推动了党的根据

地建设，使根据地建设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为延安时期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3]。 
青年弘扬延安精神，需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为民情怀。新时代，踏上新征程，青年干部要坚定信

仰、不忘初心，始终对党忠诚。 

4. 新时代青年弘扬延安精神的实践路径 

结合青年这一人群的特点来看，弘扬延安精神，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寻多种形式弘扬延

安精神[14]。首先，进入新时代，多种因素的影响青年对社会主义优秀文化、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认识

不足，因此必须加强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青年弘扬延安精神必须深刻认识延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联系，做好延安故事的传播，在传播方式上利用新媒体平台提升延安红色文化的传播效率，最后在

实践中深入挖掘延安红色资源[15]。 

4.1. 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讲好延安故事 

新时期弘扬延安精神，必须将延安精神与时代精神相互融汇贯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6]。
其中一条有效途径时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开展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时要将延安精神与实际相结

合，积极探索延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效结合的途径。开展

红色文化展览、社会实践活动、社会红色文化宣讲等，用红色文化氛围熏陶青年，让青年体会延安精神

内涵，自觉主动的继承和发展延安文化[17]。通过让青年宣讲延安故事学习延安时期党的各种先进思想，

让受众在聆听故事的同时增强对延安精神的认同，进而作为传播者推动延安故事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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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提升传播效率 

随着终端移动化、内容视频化、平台多元化、时间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18]，青年可以通过

多种途径学习延安红色文化、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与当前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相比，

红色文化传播水平还有待提高。新时代青年除了使用传统的纸质媒介了解最新理论，使用频率最多的则

是使用新媒体，青年可以通过微信、网上微课等方式了解延安相关的故事及理论，互联网资源丰富是学

习延安精神的重要载体[18]，同时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也是阻碍青少年学习延安精神的一个障碍，作为网络

受众个体的青年，应该不断学习史料，了解最新的理论，提高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作为网络舆情引

导的网络开放商，应该履行相应职责加强网络信息监管，疏通网络信息传播渠道，消除传播鸿沟，不断

开发最新 5G、AI 和 VR 技术，增强对关键词革命文化以及革命精神的推送等。 

4.3. 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首先，新时代青年弘扬延安精神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之中，对于在实践中弘扬延安精神有着不同的声

音，有些人认为在当今物质丰富，条件环境相对优越的今天，我们无须重视和弘扬以往艰苦环境产生的

精神品质，当前我国正处于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期，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始终保持理论

清醒，居安思危。”在如今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弘扬延安精神，并且把它融于实践之中，因此青年弘扬延

安精神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第一可以通过开展弘扬延安精神实践活动，通过延安精

神宣讲和延安革命旧址走访加深青年对延安红色文化的认知，让青年能始终保持理论清醒，更好地适应

学习和工作，第二，政府可以通过整合资源，打造实践基地，鼓励青年实地学习延安文化。作为革命宝

地的延安有着许多革命遗迹，这些革命旧址具有非常高的考察价值，青年可以前往延安革命旧址深入掘

延安红色资源，并且找到它背后的历史故事，不断培养肯做肯干，勇于探索的能力，为日后学习和工作

奠定更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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