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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展现“中国精神”新图谱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在战“疫”
关键时期，人民网理论频道已连续举办三期以智战
“疫”线上圆桌论坛。

近日，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精神的总结与
传承”这一主题理论频道召开了第四场“云”论坛，
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战“疫”过程中展
现的中国精神和担当开展深入对话，助力以智战
“疫”。

伟大精神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图谱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疫情发生以来，包

括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内的各战
线群体努力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习近平总书记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部署会议上强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
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
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指出，
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国
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从历史的
长河来看，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华民族伟大
精神图谱。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
历史已经铸就了厚实的中华民族精神底蕴。从现实
来看，这次大考，不仅考验了我们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也是对民族精神、制度认同感、文化认
同感的一次现实的检验。本次抗击疫情形成的精神
就是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进一步丰富、进一步
厚实和进一步深化。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前行道路上，必
然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考验，这个路还很漫长。
通过这次大考，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谱，
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郑敬斌
表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精神根基，便无法
凝心聚力，它的发展和强大也就无从谈起。毫无疑问，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凝聚的精神，为中国精
神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也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
供重要的精神助力。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宝贵的精

神品质，才形成了我们在此次疫情抗击战斗过程中，
为世界所瞩目的决策力、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
和守护力，也才使得中国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打得有信心、有底气。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颜晓峰指
出，疫情防控是对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一次锤炼，
也是进一步丰富民族精神内涵的一次契机。疫情防
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涉及各行
各业，展现的是新时代中国精神、人民精神。从覆
盖范围看，是有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包
含全党全社会行为、影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
精神品质。从事件性质看，这一伟大精神是在有效
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大考中展现出来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
是改革开放以来九八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
震救灾精神的延续，又因疫情的严重性质和疫情防
控的艰巨程度展现了新的精神内涵。

伟大精神汇聚民族复兴磅礴之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

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
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在此次疫情过程当中，我们中华民族没有被压垮，
而是迸发出了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携手行动，打了一场与时
间赛跑、同病毒较量的阻击战。

郑敬斌表示，这场战“疫”传承发展了中国精
神，凝聚了中国力量，汇聚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磅礴之力。从社会层面来说，有利于展现我们良好
风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凝
结着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此次抗击
疫情过程当中形成的精神品格和精神态度是实现伟
大价值追求的精神凝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
有一致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
源泉和精神指引。就个体层面而言，有利于丰富我
们的精神世界，破解现代社会的精神难题。毫无疑问，
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当中形成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了
良好的精神给养，今天应该大力弘扬这一伟大精神，
从而能够充实和丰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破解
社会的精神难题。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韩振
峰指出，精神旗帜永远是激励人们开拓进取的巨大
力量。这场疫情使我们进一步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当人们遇到困难或灾难时，更需要一种精神力量的
支撑和激励。这次疫情防控斗争，磨练了全国人民
的意志，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精神。我们要及时从这
些疫情防控的斗争实践中探究精神内核，使之在激
励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支撑和激励作

用。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会峰认为，

通过这次战“疫”，我们形成了可贵的中国精神，
而且这次战“疫”的胜利，会让更多的中国人增加
文化认同和制度自信，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会
使更多的人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更加深
入人心。时间和实践证明，我们已经做出了较好的
答卷。正是在这份精神的激励下，举全国、全民之力，
让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安全岛”。受这一精神鼓舞，
也会让我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
充满信心。

伟大精神在传承中铸就民族魂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
大丰富”。伟大精神是战胜疫情的强大支柱，越是
面对复杂局面，越是要大力弘扬伟大精神，不断丰
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飞指出，
对于全国来说，通过总结和弘扬疫情防控中表现的
精神，有助于凝聚人心，丰富中国精神内涵。在精
神文明建设中，在宣传教育中，这一精神是很好的
现实素材，值得深挖掘、深思考。从研究角度来看，
各领域各时期的精神要融会贯通，要把革命时期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系列精神统筹考虑，从实践
角度看，个体要以自己的行动身体力行传承伟大精
神，奏响时代强音。从而在战“疫”精神的传承中
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在精神传承中铸就民族魂魄，
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使中华民族能够真正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郑敬斌认为，从作为理论工作者的角度来说，
弘扬和传承这些优秀精神品质，首先应当义不容辞
地承担起研究、总结精神的理论重任。尤其是到今天，
当疫情防控阻击战马上要取得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时
候，可能更加需要我们对过程当中的实践作出经验
总结，并把它上升到一个一般规律的层面。后续，
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和推广这一精神，号召全国
人民在实际行动中自觉践行和努力弘扬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表现出的宝贵精神，将精神的力量变成
物质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
砖添瓦凝聚力量。

胡敏指出，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要把抗击疫情
形成的伟大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未来前行路上的新的
精神动力，要把这种伟大的精神融入到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融入到推进我们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为文化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精神指引。为全
民族的进步和全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供给，使在抗
击疫情过程中凝结成的伟大精神成为我们在磨难中
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的强大支撑，成为推动中华民
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来源：人民网）

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举
行。这是 G20 历史上首次举行领
导人视频峰会，也是自疫情暴发
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的首
场重大多边活动。

“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
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
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
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
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结合中国抗击疫情实践经验，
就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稳定
世界经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
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中国力量推动全球合力战“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