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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让爱国主义不断焕发出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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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心灵深处最具归属感和向心力的精神源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

史进程中，爱国主义精神始终发挥了巨大的感召和激励作用。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

是我们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年。在全国范围深入开展群

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对于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凝聚全体人民的

力量，同心同德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奋力开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爱国主义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历史性概念，不仅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内容不同，就是在同一

时期的不同阶段其内容也有所不同，主要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政治原则性。爱国主义是在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出现国家之后才出现的。这就注定爱国主

义不仅要受到不同阶级、国家政治的影响和制约，而且还要为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服务。爱国主义

一旦离开了政治原则，就会失去行动的指南而成为一种盲目的热情，甚至有可能在“爱国”的口号下做

出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中华民族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无数华夏儿女在对待民族之间、国家

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斗争时，总是把爱国主义作为重要的政治原则，自觉地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维护和发展国家民族大业。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孙中山的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莫不如此。中

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共产党人李大钊立志：“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

家，青春之民族”；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周恩来“面壁十年图破壁”；邓小平“我是中国人民

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等等，他们以共产党人的博大政治胸怀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统

一，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都是中华民族

崇高品格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二是道德规范性。对一个国家来说，热爱祖国既是公民的神圣义务，也是每个公民最起码的道德

品格。古今中外，无论在哪个国家、民族，爱国主义都是一种内化于民族气节之中的思想情感，是衡

量一个阶级、政党、社会团体是否先进的最一般的价值尺度，也是评判一个人忠奸善恶、是非曲直的

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凡是为捍卫祖国利益的爱国志士，都会受到后世的

颂扬和永恒的怀念。反之，那些出卖民族、国家利益的叛徒和卖国贼，终究要被人们唾弃而成为千古

罪人。中华民族在自己悠久的历史中，在对待祖国的态度上爱憎分明，讲风骨、重气节，形成爱国主

义的道德传统。“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就是几千年来

中华儿女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前途紧密相联的高尚道德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捐



 

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突出表现了中国人民把维护祖国利益

作为应尽的道德义务。提倡“刚直不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舍生

取义”的民族气节和维护祖国尊严的道德情操。这都是中华民族爱国道德的瑰宝，万古流芳，催人奋

进。 

  三是时代先进性。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既凝聚了民族传统，又富有时代特征。不同时代，

爱国主义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但从总体和本质上看，适应历史潮流，跟进时代发展，是爱国主义的基

本要求。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

愈加坚强，就是因为她在长期的实践中，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爱国主义精神

的内涵。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在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形成“六十四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时代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伟大精

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巨大

精神动力。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实践过程。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着眼于继续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不断让爱国主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

芒。 

  第一，把爱国主义精神升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当代中国，坚持爱国主义与

坚持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突出表现在，爱国主义所要维护的民族独立，所要增进

的民族团结，所要追求的民族富强，所要实现的人民幸福，都要靠社会主义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实现时代价值的内在要求，也是它走向更高境界的必然

选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升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共同理想信念。要联系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

地位显著提高，把爱国主义教育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和帮助人们深

刻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真正弄清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富强中国；真正明白只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才能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真正懂

得对祖国的最大热爱和对人民的最大忠诚，就是按照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搞建设、谋发

展，从而不断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二，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大力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必须同谋求国家的繁荣富强紧密联系起来，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紧密联

系起来，同促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紧密联系起来，自觉把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

具体行动。当前，全国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正在开展。我们每个劳动者所从事的工

作，都是这一学习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实践者。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对不同岗位的同志尽管有不同的具体要求，然而带共性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立足本职岗

位，把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干好实际工作的自觉行动，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无愧于

 



人民的业绩。 

  第三，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弘扬时代精神有机统一起来。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精神旗帜，时代精神是推动一个时代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爱国主义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渊源，

时代精神赋予爱国主义精神新的活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同弘扬时代精

神有机统一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培育、积累

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包括与时俱进的意识和精神，开拓进取的意识和精神，求真

务实的意识和精神，讲求效益的意识和精神，奋勇争先的意识和精神，等等。中国人民是依靠这种精

神，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开辟了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发展最好最快的历史新时代。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弘扬时代精神贯通起来，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把握历史方

位，培育世界眼光，弘扬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吸取现代文明的新内容，积极丰富和发展爱国主义精

神；要把时代精神所体现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等，适时

充实到爱国主义精神宝库中去，使爱国主义精神富有时代气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执笔：杨永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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