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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湖南基因

李正军,张　 晨1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湖南光荣的革命传统、丰富

的文化资源和高度的政治觉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湖南基因,是对

百年党史中湖南担当的深刻写照。 立足三湘大地,扎根潇湘沃土,深耕湖湘文化,深入挖掘好、提炼好和宣传好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中的湖南基因,切实把握其时代价值,有利于赓续红色血脉,激发昂扬斗志,传承革命精神,推动实现“三高四新”美

好蓝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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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是历史的升华,历史是精神的展开。 一百

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

几千年历史上最为恢弘的史诗,铸就了历久弥新、永
放光芒的伟大精神。 湖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的重要策源地,走出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

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成就了“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的璀璨荣光,为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发、升华和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锻造、延展烙下了鲜明的湖南元

素,作出了巨大的湖南贡献。 深入研究和探究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湖南基因,对于全面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

践意义。

一　 发愤图强,把握精神谱系湖南基因的时代价值

探究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湖南基因的时代价

值具有重大意义。 一方面,有利于培养有爱国情怀、
有民族自信、有责任担当的高素质人才,为强国复兴

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有利于凝心铸魂,为实现

“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凝聚起磅礴力量。
(一)推进“两个结合”的湖南实践,厚植湖湘文

化而培根铸魂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

党,也是牢牢立足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滋养而成的先进政党,具有积极推进“两个结合”的
历史主动性。 湖南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策源

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重要实践地,毛
泽东思想最早发源地,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创探索地,
中国共产党精神的重要锻造地[1]。 湘籍无产阶级

革命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毛

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群众路线、实事

求是,独立自主”,与湖湘文化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

联系。 群众路线包含的经世济民的民本思想,可追

溯到战国时期屈原的忧国忧民情怀,是湖南几千年

一以贯之的价值思想;经世致用,不尚空谈是湖湘文

化的突出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
实事求是便成为从王船山到毛泽东的根本思想方

法、湖湘精神的特色;独立自主是“四塞之国”“独立

根性”的表现,也是湖南人顽强不屈的性格的表现。
湖湘文化的本质,已经不是一种地域文化,而是中华

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一种重要形态,中华文化核心

道统的一种传承。
湖湘文化经过历史的洗礼和锤炼,已经形成了

独特的精神内涵,其心忧天下、济世安邦、经世致用、
敢为人先等基本精神在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拥



有坚定理想信念,以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2]。 沈晓明在韶山、
岳麓书院调研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

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继承发扬毛

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深刻

感悟湖南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的文化底蕴,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湖湘文化。 “文”是“化人” “育人”
的基础,立德树人工作中的“以文化人”必须以文化

的繁荣和兴盛为基本前提,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时代新人的过程中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对高素

质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对文化的发展和建设提出

了更高要求。 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为湘育英,推进“两个结合”的湖南实践,弘扬

精神谱系中的湖南基因,激发湖湘文化的活力是新

时代湖南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湖南篇章,汇聚高质

量发展强大合力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湖南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实力

较强的省份,展现出了独特的湖南力量,在现代化建

设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湖南基因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上,湖南一直是中国的重要文

化中心,自古以来,湖南人就以创新、进取、勇于改革

而著称。 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湖南也保持了这

种特点。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湖南积极探索了

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并取得了显著的

成果,湖南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反映了湖南人的奋斗

历程,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湖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对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

作风坚定不移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三湘大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事业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3]。
沈晓明提出,湖南将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

系为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湖南工作的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个

首要任务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湖南新篇章[4]。 历史源流和发展脉络表明,湖南

具有适应变化和创新发展的优良传统。
湖南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湖南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实施“三高四新”战略重大

决策上升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5]。 “三高四新”

战略部署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湖南肩负

的历史使命,回答了湖南“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

实现发展”的时代之问。 “三个高地”和“四新使命”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他不仅锚定了湖南发展的方位

方向,同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了磅礴的湖南力

量。 “十步有芳草,芳香今更浓”,湖湘文化、湖湘精

神已绽放成一朵绚丽之花。

二　 深入挖掘,锻造精神谱系湖南基因的战略阵地

“一部湖南近代史,等于半部中国近代史”。 回

首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深入挖掘精神谱系

中的基因,能激励广大湖南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

进程中做出更大贡献。
(一)挖掘梳理湖南贡献,寻迹红色文化宝地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就从哪里开始。 中

国革命道路的辉煌创举,离不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湘籍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与奉献。 “至今一切社会

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6],毛泽东同志等中

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前赴后

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开创和领导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
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为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提供理论来源。 此后,一代又一代的

湖湘伟人为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湖

湘力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习近平强调:“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走出了毛

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老一

辈革命家,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暴动、通道转兵等

重大历史事件,大批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谱写了感

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7]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

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等重大历史事

件,开展了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

等多次抗击日本侵略者大型会战,这一时期形成的

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
安精神、抗战精神,是湘籍革命家用血泪撰刻在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湖南基因。 在省学联领导

下,长沙各校学生会出版了十多种刊物,宣传新文

化,介绍新思想[8],湘军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

动,更是一场湖湘文化和湖湘精神的传播运动。
1934 年 11 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
其中一部队来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休整,3 名女红

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

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半条被子”故事折射

军民鱼水情。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大会上指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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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彭德怀等五任湘籍志愿军司

令员相继入朝作战,6. 7 万湖南子弟兵奔赴前线,用
生命与热血共同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改革

开放时期,湖南出台加速开发开放八条措施,成立湘

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设立首批国家级开发区,率
先建立“五大区域发展战略”,深化改革创新,打造

内陆开放新高地,湖南“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对伟

大建党精神的矢志践行。 筚路蓝缕奠基立业,接力

奋斗开辟未来。 进入新时代,湖南省委、省政府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
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实践

之问,奋力谱写湖南新篇章。 湖南人民自力更生、发
愤图强,是对党精神谱系的进一步延展。 “批判的

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

量来摧毁” [9],湘籍共产党人坚持“批判的武器”“武
器的批判”两手抓,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增添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继承弘扬湖湘精神,创造精神文化高地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湖湘精神是湖湘

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立足三湘大地,回首五千

年文明,三湘儿女前赴后继,书写灿烂湖湘文化,孕
育光辉湖湘精神。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上午,“忠诚、
担当、求是、图强”作为湖南精神的深刻凝练向社会

宣告[10]。
忠诚,是无形的力量与担当。 湖南这片红色热

土,浇灌了无数先烈的满腔热血与赤诚。 在湘江战

役中,陈树湘率领全师杀出血路,渡过湘江,与敌人

殊死搏斗,最终不幸被俘。 彼时,陈树湘秉持“宁断

肠不断脊梁”的信念,毅然断肠明志,彰显了“绝对

忠诚”的政治品格。 忠诚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

虚无的标语,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

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

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
担当,是永恒的使命与责任。 习近平赞誉湖南

为“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的精神高

地。 在建党伟业中,一大批湘籍先驱在五四运动中

争当排头兵,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打头阵。 年仅 28
岁的夏明翰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

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就义诗,他是一个信仰坚定

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个舍生取义的湘籍革命家,是湖

南共产党人使命担当的伟大践行者。
求是,是不懈的追求与向往。 2020 年 9 月习近

平考察湖南时,作出“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重要策源地”的重要论断。 毛泽东同志一生

深受湖湘文化“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是”精神影

响,在湖南第一师范又深受“实事求是,不自以为

是”的校风熏陶,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时“实事求

是”的牌匾对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起了莫大的作

用[11]。 毛泽东于 1927 年通过实地考察写出的《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他认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个月内进行了

行程 700 多公里、历时 32 天的调查,坚持调查研究,
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是湖湘人求是精神的生动

写照[12]。
图强,是激昂的拼搏与奋斗。 从魏源“睁眼看

世界”,到曾国藩、左宗棠“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

毛泽东等革命家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生动体现了湖

南人的图强精神。 图强,图的便是中华民族的强盛,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就是一代代中华儿女的接

力赛。 有言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

死”“无湘不成军”“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可见

湖湘人民在这场图强接力赛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
弘扬优秀湖湘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

值。 湖湘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在中国大地兵荒马乱、动荡变革的磨难岁月中,
它代表了人民勇敢不屈、乐观自信、团结奋斗的精神

追求和风范。 弘扬湖湘精神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

历史使命和责任,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时强调,提高政治站位,时时对标对表,在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中彰显湖南担当[13]。 走好新时代的

赶考之路,要认识和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增强文化

自信,培养和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
(三)蓬勃发展湖湘文化,聚焦红色人才圣地

宋人潘阆有词曰:“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

旗不湿。”近代中国,湖南人可谓厥功至伟。 著名历

史学家谭其骧先生就曾指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

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据《辞海》记载,晚
清仅仅从湘军中涌现的总督就有 15 名,巡抚、封疆

大吏 14 位,其中湘乡县就产生了 9 名巡抚。 晚清的

中兴四大名臣: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湖
南人就占三个。 而中央军委在 1989 年和 1994 年正

式确定的 36 名中国当代军事家中,湖南籍军事家就

有 15 位,占 41% 。 还有 3 位开国元帅———彭德怀、
贺龙、罗荣桓。 我们党正式成立时,全国仅有的 58
名党员中,湘籍党员有 20 名。 参加中共一大的 13
名代表中,湘籍有 4 人。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湖南人才异军突起,灿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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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离不开湖湘文化的熏陶。 底蕴深厚的湖湘文

化进入近代以后,继承发展了崇尚实学,重视经世致

用,抗敌御侮,推崇民族气节等积极进取的成分[14]。
经世致用是湘学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与价值取向,
湘学在千年发展的过程中,其经世致用传统从未断

绝。 唐才常说:“(湖南)昔之守旧也,非有他也,愤
吾国之不强,而张脉偾兴也。 今之求新也,亦非有他

也,求吾国之必强,而赤诚相与忠爱缠绵也。”这很

好地指出了经世致用的重大作用。 同时,湖湘文化

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这一点在近代湖

南人才中有很好的体现,他们大都以救国图强为己

任,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左宗棠曾言: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15];黄兴、宋教仁舍生取义,
为革命献身;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维新派,他们提出“日新”理论,试图以维新变法挽

救民族危亡;毛泽东等老一辈湘籍革命家更是为国

为民,抛头颅、洒热血。 此外,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

神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也使得湖湘精神在众多地

域文化的博弈中大放异彩。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

独秀在评价湖南人精神时明确指出,湖南人的这种

“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

拿历史来说明[16]。 湖南人在近现代蓬勃湖湘文化,
培育湖湘人才,大兴变革之风,推动历史车轮前进,
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注入了一江春水。

三　 精准提炼,萃取精神谱系湖南基因之独特精华

精神谱系中的湖湘基因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核

和独特精神特质,为新时代注入了新的生机和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和作用。
(一)提炼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湖南基因之文化

内核

湖湘文化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核,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湖湘文化以家国情怀、经世致

用、敢为人先思想为其内核,不仅在历史上培育了一

代又一代杰出的革命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思

想和社会进程。 宋代范仲淹著《岳阳楼记》,其“去
国怀乡,忧谗畏讥”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了历代湖湘人民

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以及心系黎民与社稷的家国

情怀。 屈原放逐沅湘,乃赋《离骚》,哀民生多艰,叹
九死未悔,孕育了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忧国忧民情怀,
湖湘人民弘扬了先人的基本精神,提炼出湖湘文化

的基本内核———经世致用。 1920 年,为声援湖南驱

张运动,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中写

道:“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

湖南人尽死。”作家唐浩明用“心系天下,敢为人先”
八个字概括了这种湖湘精神。 湘籍革命者继承湖湘

文化中的“敢为人先”,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开辟了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 总的来讲,湖湘文化的内核主要体现在

救亡图存的民族斗争和追求社会平等的阶级斗争方

面,湖南的革命历史和精神传统强调了对社会不公

正的抵抗和反思。 湖南人民的坚定信仰,激发了对

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渴望,为湖南的发展和繁荣提供

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也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独

具特色。
(二)提炼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湖南基因之精神

特质

在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思想与实践的统一

是其中的核心特质。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共
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了革命和建设的紧密联系,从而

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然而,在精

神谱系中湖南基因的影响下,这一特质显得更为鲜

明。 其一,湖南人民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

了“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千磨万击还坚劲”
的艰苦奋斗精神。 这一精神传承于共产党人之中,
成为他们推动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动力。 其二,深刻

的阶级观点。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阶级斗争

是推动阶级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 共产党人深

谙此道,在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阶级斗争的原

则。 而在湖南基因的熏陶下,这一特质又呈现出一

种深入骨髓的无私奉献精神。 历史上湖南人民在革

命斗争中,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甘愿舍弃个人利

益,勇往直前。 这种精神传递给了共产党人,并在革

命和建设中得到充分展示。 其三,顽强不屈的反抗

精神。 湖南共产党人凭借着反抗精神,走出了一条

与传统封建文化背道而驰的革命道路。 不少共产党

人因涉足革命而被家族排斥和嘲笑,但这并没有阻

挡他们向前。 相反,这样的压力只让他们更加坚定

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更加反抗不合理和不公的事

物。 其四,先进的自我解放思想。 湖南共产党人具

备一种自我解放思想,驱使他们不局限于传统的思

维模式,勇于尝试新的变革和创新。 在这一思想的

引导下,湖南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摸索和

创新。

四　 广为宣传,激发精神谱系湖南基因之青春活力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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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而宣扬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湖南基因则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在激励

全省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和爱国主义精神、展示湖

南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价值、丰富全国的文化多样性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强化我党精神谱系学理研究

百年党史中所孕育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

砥砺前行的内在精神动力,深入挖掘精神谱系中的

湖南基因,捋顺内在联系、做好诠释解读,开展系统

研究、关联研究、比较研究,能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发挥作用提供丰富学理支撑[17]。
“实事求是”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核之一[18]。 在学理性研究的基

础上,要结合实践探索,加强实际案例的分析和研

究,使得学理性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实际应用价值。
同时,我们要充分挖掘湖南地方文化,将其与我党精

神谱系相结合,以丰富宣传内容,增加人们的情感认

同,向群众阐释好精神谱系形成历程及其内在联系,
防止歪曲历史、抹黑英雄,对于一些思想上的误区,
必须及时加以驳斥,用共产党精神谱系教育人,指
引人。

(二)统筹运用我省各项红色资源

红色资源是宣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现实

课堂与鲜活教材,湖南作为旅游大省,具有异常丰富

的红色资源。 发扬革命传统、践行初心使命,开发

好、利用好、保护好红色资源,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

精神谱系湖南基因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指出:“要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 [19]红色影像和图书的发行、红色歌舞和戏剧

的演出以及公益广告和服务等方式都展现了湖湘特

有的红色文化,发掘保护文化遗址、故居、文物,逐渐

形成一体化的红色走廊,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潜移默化的熏染作用。 沈晓明指出,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充分利用湖南“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红色

资源优势,让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主题教育的重要课

堂,让传承红色基因成为主题教育的鲜明亮点,齐心

协力把湖南的事情办好。
(三)扩大群众精神文化活动群体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是红色资源的灵魂,而
人民群众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真实载体,
担负着继承、弘扬和发展的时代重任。 因此,在宣扬

过程中,既要突出革命英雄主义,也要深入挖掘发生

在普通群众之间的“平凡小事”,将红色精神与广大

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作为湖南特有的

一张张明信片飞入平常百姓家。
在过去由于网络环境监管不严,历史虚无主义

冒头,传播了许多抹黑党的历史和歪曲党的历史人

物的负面信息,使得部分群众质疑乃至抵触这种

“官方文化”。 对此,要借助“大众化”的传播路径,
运营好各类短视频平台,创作红色主题小视频、红色

文化艺术精品并时时做好舆论工作。 同时还要发挥

红色故事“接地气”的优势,增加群众的参与度,把
革命根据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动基地,推出红

色系列故事以及党性教育系列特色课程,彰显出红

色文化在铸魂育人中的重要价值和领航作用。
回首过去,新时代 10 年,我省上下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对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

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描绘“三高四新”
美好蓝图,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全省综

合实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经济结构持续

优化,新兴动能加快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民生

福祉不断改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中的湖南基因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眺望未来,我们要继续以“闯创干”的精神加快

建设现代化新湖南,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继续深入挖掘湖南在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中的价值,汲取其经验和智慧,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的思想

资源,在精神的脉动与历史的进程相互激荡中助力

中国梦,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供强大

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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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nan Gene in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 Zhengjun,ZHANG Che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 points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ual spectrum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th the great Party-founding spirit as its source. Hunans gloriou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and high political awareness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spiritual spectrum of the CPC. The Hunan gene in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the CPC is a profound portrayal of Hunans role in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Party. Based on the land of Hunan,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Xiaoxiang, and deeply cultivating Hunan culture, we should deeply excavate, refine and publicize the Hunan genes in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the CPC, and effectively grasp the value of the tim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ed blood-
line to stimulate the high morale, pass on the spirit of the revolution,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eautiful blueprint of “ three
highs and four news” to provide a strong spiritual impetus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
tion.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piritual genealogy;　 Party-founding spirit;　 Hunan gene
(本文编辑:刘衍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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