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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

讲话）。该篇讲话振奋人心、包罗万象、寓意深远，

是指导优化大学生奋斗精神教育培育体系、创新大学

生奋斗精神培育、为高校完成“培育时代新人”根本

任务的纲领性文件。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一百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大学生把青春奋

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先锋力量”，引发了各地区各部门的强烈共鸣。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对强化师

生思想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为推

进“七一”重要讲话对大学生奋斗精神教育的守正创新，

现提出如下建议。

一、借力华夏千年奋斗历史弘扬榜样示范，激起大

学生“不做看客、当看客”的豪情壮志

“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

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无数先烈和伟大的人

付诸了血与泪的实践牺牲才有新中国的今天，了解历史

才能强化大学生主观能动性。“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否

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乱世平民苦，绝境显英雄，尊

严只建立在刀刃之上。只有了解中国沧桑历史中受到的

苦难与先辈们的不屈抗争历程，才会明白当今的自由幸

福是多么难能可贵，延续神州大地的炬火的任务有多么

艰巨，曾在几乎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情况下仍为国奋战直

至牺牲的那一批“年轻人”是多么伟大。中华文明延续

至今，为家国大义而浴血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基因、深

入骨髓，大学生应为革命先烈们走过的路感到骄傲，应

为成为这个光辉旅程的一份子感到骄傲，应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骄傲。伟大而古老的雄狮正在苏醒，迈

着势大力沉的步伐走向世界中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新时代大学生必须以唯物史观为科学遵循，正确认清

历史，重读中国历史，以历史为燃料，再次点燃内心

的奋斗之火。学习历史，不意味着只看到历史的苦痛，

更意味着铭记过往。教育者要引领学生们接过先辈们

未竟的事业，用努力奋斗代替埋怨与“佛系”，笃行

不怠向未来前行，让这个承受太多伤痛的古老国家重

回世界之巅。和平是打出来的，是靠自己的双手争取的。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先辈们的梦想是让下一代大学生人们能够幸福和平地

生活，在这个他们不敢奢望的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更

应该拒绝在上一辈留下的林荫下“躺平”，拒绝娱乐

至上与奢靡之风，以风雨泥泞之处作为改变的动力，

珍惜旧时代贫穷中国的年轻生命燃尽后留下的物质和

精神遗产，培养历史责任感，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勇敢拼搏下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努力奋斗的前提是正确认清实

际，以正确思想为指引，树立正确目标，走正确道路。

“（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为自己提

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

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

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

的苗头。”太平天国运动只是小农思想的具体实践，始

终存在旧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局限性；风风火火的戊

大学生奋斗精神教育贯彻落实“七一”
讲话的建议

□ 杨雨鹭（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大学生奋斗

精神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贯彻落实“七一”重要讲话，提出三条重要建议：借力华夏千年奋斗历史弘扬榜样示范，

激起大学生“不做看客、当看客”的豪情壮志；以伟大建党精神铸就大学生奋斗信仰，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加强大学生“扣好人生扣子”的意识；将奋斗精神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来培育，给予大学生“善于观大势、

谋大事”的奋斗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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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变法只持续了短短百日就宣告失败，因为其改革没有

削弱守旧势力的魄力，不依靠社会群众；义和团运动盲

目反帝，没有意识到近代中国的封建阶级是帝国主义的

傀儡，反而被封建阶级利用，最终失败；辛亥革命中的

三民主义并不是真正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华民国也仅是

照搬欧美模式的资产阶级产物。种种救亡图存方案的失

败，让当年满腔热血、急于进步的青年学生认识到，中

国需要的是彻彻底底从上至下的大变革。大学生应充分

利用自主意识，随着历史进步一起成长。教育者应结合

五四运动，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让他们开放心态，扮

演起越来越积极的角色。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我们对于这椿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

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

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

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

国主义打倒而庆祝。”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青

年学生真正开始朝着正确的历史方向前进。历史证明，

青年学生们不缺乏勇于奋起的热情与能力，但若没有

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理论的指引，不结合中国具体

国情，不总结前人的失败经验，则会迷失方向，最终

导致自身奋斗失去意义、革命失败。奋斗精神教育者

要灵活结合“四史教育”，让学生了解到永立潮头、

锐意创新的重要性，鼓励大学生坚持以自我创新、只

争朝夕的奋斗态度凿破经济、文化、科技壁垒，一往

无前地继续探索全面建设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

引领时代进步，引领世界进步。

二、以伟大建党精神铸就大学生奋斗信仰，驱策大

学生在“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

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

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筑牢大学生奋斗信仰，必须引导学生坚持真理、坚

守理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大前提是正确找出马克

思主义伟大真理以及代表人民利益的共同理想。选择马

克思主义，是无数年轻一辈文人志士在多元思潮涌动下

多次触礁后总结得出的经验。大学生在坎坷和荆棘的道

路上持续艰难前行，方能显得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可

贵。一个组织最艰难的时刻依靠的永远是相信真理信守

理想的人，教育者需要运用青年奋斗者为榜样激励受教

育主体。“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无视马克思主

义存在的缺陷，认为马克思所说即所对。大学生在精读

细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同时，需要随着客观实际

的不断变化打破思想壁垒，以开放创新心态更全面更深

入地理解理论，更积极完善和发展理论，将马克思主义

和自身擅长的学科工作领域有机交叉融合，合理利用互

联网资源和已有研究找出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进程中的充分发挥作用的真理。理论理解得越全面，得

出的结论就越准确，时代适用性就越强，在学科指导上

就越有针对性。

筑牢大学生奋斗信仰，必须引导学生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无论历史任务如何变化，党的百年浴血奋斗目

标仍坚定如初，即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无论

处在多么困难的境地下，都坚持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的

原则，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和其他政党形成鲜明对比。

新时代大学生要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思想高

度一致，践行初心，不忘来时的路，在资本主义思潮大

肆入侵的今天摆脱“虚假奋斗”、“超前消费”的消极

思想，将奋斗目光上升至社会国家高度，升华自身奋斗

品质，不能只注意个人物质条件的满足，防止奋斗意义

产生变质。受教育者要从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中提高使

命担当意识，培养社会主义责任感，争做时代有为新青

年，以昂扬奋斗姿态直面问题，坚定政治立场，以蓬勃

朝气应对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

筑牢大学生奋斗信仰，必须引导学生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安详和平发展的今天，是先辈抛头颅洒热血

的昨天，没有牺牲就换不来革命的胜利。当前是向第

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历史节点，尤其注意革命

仍未结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随

着物质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享乐主义、躺平主义在

大学生群体中发酵，牺牲精神在大学生群体未能形成

主流，缺乏挺身而出、奉献自我的勇气，少部分高校

和办公室中弥漫着得过且过、不争上游的消极氛围。

放松懈怠是奋斗大忌，我们必须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时候敢于发声、勇

敢斗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在患难困苦中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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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深刻。

筑牢大学生奋斗信仰，必须引导学生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对党忠诚”是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内容，

是对一个党员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党百年征程中经山

雨洗涤而磨砺出的坚固磐石，是每位大学生党员必须

融入血脉的庄严承诺。大学生想要在更广阔的天地大

显身手、挥斥方裘，应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入党。

对党忠诚是严以律己、坚定信仰的体现。大学生在奋

斗过程中不能朝三暮四、反复无常，认定了合作同伴

和背靠组织就应从一而终，坚定立场，保持忠诚，营

造良好的团队氛围，达到“人心齐，泰山移”的效果。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蕴含的是一种对自己负责、对

社会负责的态度。大学生在思想上已被教导要为人类

解放事业而奋斗，但在实践上和人民群众没有产生真

切的连结，对社会处在较为陌生的状态，还未能深入

理解为人民造福的重要性，从而不知为何而读书，缺

乏奋斗的动力。教育者应以身作则，号召职工等老党

员带动高年级大学生党员，大学生党员带动大多数学

生，发挥导向与激励作用，进一步提升学生道德感和

先进性，让广大大学生们真正能够以群体利益为先，

抛下个人私利，打开奋斗格局，全心忘我地为他人幸

福而奋斗。

三、将奋斗精神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来培育，

给予大学生“善于观大势、谋大事”的奋斗眼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人民呼吁追求共同福

祉，升华了大学生奋斗格局，是大学生跳出象牙塔的牵

引绳。“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

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大学生是充满

活力与创造性的群体，不能跟随西方的资本主义狭隘思

维去盲目对话，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以开

放吸收的态度大力推广“中国模式”、塑造中国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通过音乐、短视频或游戏等形式创新性

地展现中国制度下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态、体育

的美好样貌，做好中国美食、服饰等具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代表意义的文化宣传，为社会主义争取话语权，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文化输出潜移默化

地引起世界大学生对中国的兴趣，逐渐演变成自发追随。

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们达成合作与发展的共识，才能为

世界和平的美好未来定下基调，从大学生做起，为推

动新型国际关系而奋斗。

大学生奋斗旅程的终点不是让霸权国家满意，而是

让自己的国家能够和平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在国际良

性竞争的前提下达到共同富裕。“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

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

信心的民族。”我们大学生始终心怀正义和民族大义，

争做中华民族亿万雄狮中的一名同志，不做散兵游勇乌

合之众的一粟。先烈们心怀正义与大爱，用自己的短暂

一生和健康奋力照亮了现代的和平生活，他们的奋斗精

神永远留在一代一代的大学生的心中。两弹一星元勋科

学家黄令仪说过，“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

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实力是铸造国际地位和

获得尊重的基石，只要我们的奋斗事业是正义的，大学

生就应有无限奋斗的底气，保持耐心、脚踏实地地成长。

整个世界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在大学生活中，要及时

通过“学习强国”“人民网”等信息渠道关注国际形势

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对奋斗的战略意义有更为客观的

认识。大学生是民族奋斗事业的未来，这个道理在全世

界范围内都适用，全球范围内大学生的奋斗应始终围绕

着正义与真理，因为充斥着谎言和虚伪的奋斗违背道德

和正确的价值观，换来的只会是一家独大和整体的衰落。

“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

它不是那种使我们长期从事而始终不会感到厌倦、始终

不会松劲、始终不会情绪低落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

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

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大学生需要实现的终极抱

负应是全体人类的生产力大解放，达到人人自由全面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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