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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铸就 于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时 期，在 社 会 主 义 改 造、建 设 和 改 革 的 不 同 历 史 阶

段得到传承和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探索内蕴着红色基因强大的信仰力量，同

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红色 基 因 所 包 含 的 社 会 主 义 和 共 产 主 义 理 想 信 念 的 精 神 内 核，为 红 色 基 因

所蕴含的集体主义核心价值提供了 制 度 保 障，并 以 社 会 主 义 实 践 推 动 红 色 基 因 深 化 发 展。社 会 主 义 道 路 为

人民群众谋得实际利益，使红色基因拥有了广泛的传承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让市场经济更 加

鲜明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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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在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

人民、无愧于先辈的业绩。”［１］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历程中所凝结的理想信

念、精神品质、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等思想理念和行

为准则。红色基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铸就，在

社会主义 建 设 和 发 展 时 期 得 到 传 承。历 史 启 示 我

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不移地走社会

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优势和市场经济优势更加紧

密地结合起来，才能为传承红色基因提供根本保障，
更好地发挥红色基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精神力量。

一、红色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开辟拓展中得到巩固和深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五四”精神、红船

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

神、张思德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以及新中

国成立后形成的抗美援朝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

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孔

繁森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志愿者精

神等，都是 红 色 基 因 在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的 具 体 表 现。
这些丰富多彩的“精神”呈现出前后相继的态势，前

者总能在后者中找到继承者，后者总有前者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拓展使红色基

因形成了一个不断延伸的历史链条，不断地得到巩

固和深化。
（一）红色基因的传承为坚定社会主义道路提供

理想信念之基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

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２］１０这个

世界观就是唯物史观。建立在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基础上，《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

《宣言》）指出了最美好的人类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
在广义上，共产主义是指包含社会主义在内的代替

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在狭义上，共产主义是指在社

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无产

阶级的最终奋斗目标。一般从狭义上理解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以唯物史观为世界观，共产党人以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理想信念，因此“思想建党”
“思想建国”是共产党人特有的文化现象。不同于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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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先有各自的经济基

础，然后才逐步形成各自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在社

会主义经济基础产生之前就已经产生。社会主义文

化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为精神内核，为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动员、号召和激励的作用。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光明的未来，因而红色基因

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在文化上的本质要求。新民主

主义革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

放的革命运动，也是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

迈进的革命运动，在文化上开创了全新的气象。邓

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

我们 有 理 想，有 马 克 思 主 义 信 念，有 共 产 主 义 信

念。”［３］１１０千千万万革命先辈正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

类社会的光明前景，社会主义道路是解救处于苦难

黑暗之中的中华民族的唯一道路，因而在革命战争

中表现出舍生忘死、坚贞不屈的精神气概，最终推翻

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所铸就的以坚决听党指挥、为人民服务、大无

畏的革命精神、群众路线、艰苦奋斗等主要内涵的红

色基因及其所形成的多种精神，都是共产主义和社

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延伸和体现。例如，为保证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只有听从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的指挥；
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价

值取向，决定了一切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一切

工作的路线是群众路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

最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必然要求无产阶级

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带领中国人民

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用共产主义理想指引

社会主义航向。其间出现的“左”的错误，都是探索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程中出现的错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了“左”的错误，开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从未偏离社会主义航向，不仅大大地促进了

社会主义发展，而且增强了社会主义活力，推动了共

产主义运动。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是成立

后，也无论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没有改变。在社会主义改

造、建设和改革时期所形成的各种精神都包含着坚

决听党指挥、为人民服务、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群众

路线、艰苦奋 斗 等 红 色 基 因 的 主 要 内 涵，从 不 同 时

期、不同侧面、不同领域体现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理想信念。可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作为红色基因的精神内核，就如同一根主线，将红

色基因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精神贯穿起来，
形成了一个形散而神不散的红色基因体系。

（二）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红色基因的传承提供

制度保障之本

人的任何思想和行为都有一定的指导思想和核

心价值作为支撑。核心价值是由指导思想决定的，
主要表现为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

有的总的、根本的价值观点。所有私有 制 社 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

有者都把自私自利宣扬为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人

性或法则。《宣言》驳斥道：“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

灭亡了的统 治 阶 级 所 共 有 的。”［４］４１７相 应 地，《宣 言》
提出与利己主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即集体主义价

值观，认为人类可以做到大公无私，这个新人类就是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人。《宣言》指出：“共产主义

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

进行最彻底的决裂。”［４］４１７红色基因作为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指

导思想，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共同的集体主义

核心价值，和共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

样，是红色基因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重要保障。
无产阶级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认识到，要

求得政治解放就必须坚持集体主义核心价值。一是

把个人利益融入无产阶级利益之中。单个的无产者

只有组织起来成为阶级，才能形成强大的阶级力量，
推翻有组织的、顽固凶残的剥削阶级政权，建立社会

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二是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

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４］４１３，是为无产阶级集

体谋利益的大公无私的杰出代表，因而是无产阶级

的先锋队。三是听党指挥。任何组织都需要有领导

者。共产党“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

们 了 解 无 产 阶 级 运 动 的 条 件、进 程 和 一 般 结

果”［４］４１３。无产阶 级 只 有 坚 定 地 听 从 和 维 护 党 的 领

导，才能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奋斗，实现政

治解放乃至彻底解放。四是把个人和无产阶级利益

融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中。无产阶级是人类历

史上最后一个被剥削阶级，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
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

精神、张思德精神、苏区精神、太行精神、西柏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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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红色精神，尽管在具体内涵上不一而足，但都体现

出同仇敌忾、团结一心，听党指挥、忠诚于党，立党为

公、服务于民的集体主义核心价值。
利己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思想观念上的必

然反映，而集体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思想观念

上的必然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取代了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私有

制。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

由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劳动者共同劳动，劳动成果由

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生产资料不再是剥削工人、谋取

私利的手段，而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

一种手段”［４］４１５。保 护 和 保 障 私 有 财 产 的 社 会 制 度

是无产阶级受剥削的根源，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增进

集体利益实现自身的解放，因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

价值。改革开放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国情，在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
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通过改革推动公有制发

展。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从国家制度层面为

集体主义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巩固了集

体主义在社会思想观念中的核心地位，使革命战争

年代所形成的集体主义核心价值得以延续到和平建

设时期，继而形成了老西藏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

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大寨精神、兵团

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孔繁森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

一系列精神。这些精神都体现出团结奋斗、听党指

挥、执政为民等集体主义核心价值。
（三）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成效为红色基因的传

承提供深化发展之源

正如生物基因的生命力体现在适应不同的自然

环境并得到繁衍，红色基因的生命力体现在社会主

义运动的不同历史时期能够得以延续并发挥作用。
红色基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铸就，同样需要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

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时期，实践

活动的社会环境、历史任务各不相同，红色基因得到

不断的创造性转化，将所蕴藏的精神内涵与人们现

实的工作和生活结合起来，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中

得到传承。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开拓，既为红色

基因创 造 性 转 化 把 握 正 确 方 向，又 为 其 提 供 丰 富

素材。
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开拓中，中国

人民把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先辈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和追求，转化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使
红色基因生生不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兵指

战员为捍卫社会主义道路，以被对手称为“谜一样的

东方精神”击退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威逼，打
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在社会主义改造

和建设时期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红色精神，其璀璨、丰
硕及其影响程度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形成的

红色精神比肩，反映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条战

线的工农群众建设自己家园的昂扬精神风貌。雷锋

精神，展现了普通工农兵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的爱党爱民的情怀和力争上游的工作劲头；焦裕禄

精神，展现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大公无

私的高尚风格和敢于战胜恶劣自然条件的大无畏革

命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展现了工人阶级投

身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崇高品质和坚决改变落后面貌的革命意志；“两弹一

星”精神，代表了科技工作者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

爱国情和凌云志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精神”涌现

出来，是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开拓中，新

任务、新问题和新要求不断地被提出，推动红色基因

在继承中发展，形成具有新的时代风格、时代气派的

红色基因，为 丰 富 红 色 基 因 体 系 提 供 了 实 践 依 据。
雷锋精神是红色基因创造性转化的典范，最生动而

深刻地诠释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无产阶级所具有

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及集体主义核心

价值。雷锋将毛泽东思想比作“方向盘”，说明走社

会主义道路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指引方向；他提出

“螺丝钉精神”，说明每一个岗位虽然平凡，但都是社

会主义道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还提出“钉钉子

精神”，形象地说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工作

劲头。“方向盘”“螺丝钉”“钉钉子”，都是社会主义

工业化建设中须臾不可离开的物件。雷锋用工农群

众耳熟能详的事物、用工农群众的朴素语言，回答了

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后所应有的思想觉悟、
工作状态和道德风范。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铁人”精神及改革开放精神等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形成的各种“精神”，都有雷锋精神的身影，是
雷锋精神在不同领域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指出：“雷
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

现。”［５］他把雷锋和郭明义、罗阳等社会主义 改 革 开

放时期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联系在一起，将雷锋精

神的内涵概括为“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

精神、进取的锐气”［６］，反映了当今时代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要求，使红色基

因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全面，展现出红色基因历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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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新的生命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谋幸
福，夯实了红色基因传承的群众基础

　　红色基因传承是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为，这

是因为：第一，从传承主体上看，社会主义是为人民

群众谋利益的，红色基因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只
能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和传承。离开了人民群众，红

色基因就失去了传承主体，就无法得到传承。第二，
从红色基因的性质上看，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人民

性，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文化的红色基因也具有人民

性，任何强迫都违背红色基因的人民性。第三，从文

化传承的特点上看，文化传承的标志是进头脑、见行

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红色基因传承也是一

种文化传承，同样要求建立在接受主体自觉自愿的

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

他们的利益 有 关。”［７］１８７社 会 主 义 不 是 不 讲 利 益，讲

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人民打天下，社会主义道路是

为人民谋利益，因而都得到人民的拥护。共同的人

民主体性，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一）社会主义道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普遍享有

生存权和发展权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所形成的灿若星河

的“精神”中，雷锋精神是典范，其他的精神则以各自

战线的特 色 体 现 着 雷 锋 精 神。以 雷 锋 精 神 为 例 说

明。雷锋，一位因公牺牲时不足２２岁的年轻人，却

树起了一座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精神丰碑，其背后有

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雷锋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中

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户佃农家，生活贫困。他的父

亲遭到日本侵略者屠杀，家庭更加困顿。年幼的哥

哥不得不到机械厂做徒工，他的母亲则带着他和弟

弟出门讨饭。哥哥做工时受重伤，被工厂主赶走，因
无钱医治，不久就死去。同年弟弟因饥饿而死。雷

锋７岁那年，她的母亲遭到地主强奸，悲愤跳井。雷

锋成了孤儿，在亲戚的接济下艰难度日。新中国成

立，让年仅９岁的雷锋改变了命运。他分得了土地，
还被送进小学免费读书。小学毕业后，他由组织安

排了工作，成为一名县公务员，后来成为国有企业的

一名职工，直至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旧社会让

他家破人亡，新社会给了他生存权和发展权，让他得

到土地、背起书包、有了工作、参军入伍。雷锋在日

记里写道：“中国共产党把我哺育大的，要是没有党

和毛 主 席，就 没 有 我 的 一 切。”［８］１６这 句 话 说 出 了 千

千万万个翻身得解放的贫苦群众的共同心声。雷锋

精神以及同 时 代 的 焦 裕 禄 精 神、“两 弹 一 星”精 神、
“铁人”精神、大寨精神、兵团精神等一系列精神，都

是翻身做主人的中国人民所焕发的主人翁精神的具

象化。广大劳苦大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保障，
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掀起红色基因传承高潮

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１９７８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

错误，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新时期。经过４０多年

改革开放，国家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

著改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社会主义

道路越走越宽阔。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

有企业改革、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到当前全面深化

改革，党和人民群众一起对贫穷革命、落后革命、僵

化思想革命、消极腐败革命，对一切阻碍经济社会发

展的体制机制革命，敢啃硬骨头、敢过急流、敢闯险

滩，使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改

革开放让绝大多数群众大幅度地改善了生活状况，
因而改革得 到 人 民 群 众 普 遍 赞 成、拥 护、支 持 和 参

与。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从１９７８年末的７．７亿人下

降到２０１９年末的５５１万人，累计减贫７．６５亿，年均

减贫人口规模 接 近１９００万，贫 困 发 生 率 从９７．５％
下降到０．６％［９］，大 部 分 地 区 的 人 民 群 众 还 普 遍 过

上了小康或者小康以上的生活。党和人民一起风雨

同舟、披荆斩棘、砥砺奋进、改天换地，使共产党和无

产阶级所特有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的革命

精神得到弘扬。党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
度创新，企业不断推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

新，科研人员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创新在全社会蔚然

成风，革命精神体现在各行各业。虽然在改革开放

的一段时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增

加较 快，２００８年 达 到 最 高 峰０．４９１，２０１６年 降 至

０．４６５［１０］，仍居于较高位置，但是更要看到中国普遍

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这与基尼系数相当但

存在着大量人口密集的贫民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是

根本不同的。因此，尽管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

了一些领域道德失范的问题，但是红色基因始终得

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践行，发挥着引领社

会文化的主旋律作用，涌现出了孔繁森精神、载人航

天精神、抢险救灾精神、志愿者精神等一系列精神风

范，红色基因在整体上得到巩固和传承。
（二）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把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

贫致富作为己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离开了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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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就没有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

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但始终把

共同富裕的理念镌刻在党旗上。新中国成立前，穷

苦大众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新民主主义革命说到底

就是为穷人打天下。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穷

人成为人民群众中的少数，但是能不能让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实现共同富裕，是红色基因能否得到传承

的根本标志。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

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３］１７２我国幅员辽阔，民

族众多，地理条件差异大，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距、
城乡差距比较突出。在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由于崇

山阻隔、交通不便、发展基础差，特别是西藏、南疆等

地区，高寒缺氧、戈壁沙漠，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在

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在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的同时，始终把帮助困难群众脱贫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努力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贫困群众。孔繁森

精神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８日，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

会上，孔繁森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

称号。孔繁 森 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９日 因 公 牺 牲，在

４０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仅经历了１６年。他之所以被

授予“改革先锋”称号，是因为他的精神代表了改革

开放所坚守的社会主义道路。１９７９年，山东省委根

据党中央决定，选派干部支援西藏建设，年仅３５岁、
已经是聊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
成为改革时代的第一批援藏的领导干部。１９８８年，
孔繁森按照组织安排，第二次援藏。１９９２年底第二

次援藏期满，组织让他担任西藏最艰苦地区阿里地

区的党委书记。此时他已年近半百，母亲风烛残年，
妻子刚经历一场大手术，但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满
腔热忱地工作，直到把生命留在了阿里。孔繁森总

是心系最困难群众。他下乡有“四必到”：必到敬老

院、必 到 学 校、必 到 边 防 哨 卡、必 到 贫 困 牧 民 家 庭。
他曾大年初一爬上海拔５０００米的高山去看望边防

战士，看到战士宿舍寒冷，就下山再上山送去取暖的

牛粪。在拉萨当副市长期间，全市５６所敬老院和社

会福利院，他走访过４８所。他曾不听劝阻、艰难地

爬上海拔４０００米的卡若乡制南村去探访一个只有

一名女教师和六个学生的村办小学，让女教师感动

得落泪。他翻山越岭去访贫问苦，自掏腰包为藏民

送医送药。他为生病的藏民吸痰，把藏民冰冷的双

脚放在自己 的 胸 口 焐 热，收 养 地 震 中 的 藏 族 遗 孤。
他常常拉着藏族老人的手说：“党派我来看望您老人

家了！”雷锋在助人为乐时，焦裕禄在探访受灾群众

时，也是这样说的。在孔繁森的带领下，停产多年的

朗久地热电站完成改造，千百年来寂静的山川迎来

了机器轰鸣。１９９４年 阿 里 地 区 的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超

过１．８亿元，比１９９３年增长了３７．５％；国民收入超

过１．１亿元，比上年增长了６．８７％［１１］。
孔繁森精神就是我们党坚守共同富裕原则的精

神写照。改革开放以来，从１９７９年党中央正式提出

对口支援制 度、１９８０年 国 家 设 立“支 援 经 济 不 发 达

地区发展资金”，到１９８６年上半年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的成立和１９９４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再 到２００６年 取 消 农 业 税，以 工

业反哺农业，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我国在广大中西

部地区投入巨额资金兴修路、桥、电、网、水等基础设

施和发展教育事业，使天堑变通途，打破了贫困地区

交通闭 塞 和 文 化 落 后、人 才 缺 乏 等 状 态。２０１５年

底，我国贫困人口还有５５７５万，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就在这一年，党中央提出 “精准扶贫”，以“一村

一策、一户一策”的绣花针功夫，攻克扶贫的难中之

难，２０２０年消除千百年来从未消除的区域性整体贫

困的目标即将实现。其间无数的机关干部、技术人

员来到田间地头和困难群众并肩奋战，不少人和孔

繁森一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农民教授”李保国、
驻村书记黄文秀等。脱贫攻坚续写着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理想信念，延续着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使红色基因在一代代党员干部

中传递，并辐射和带动着周围的群众，坚定了广大人

民群众在党 的 领 导 下 走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的 决 心 和 信

心。许多在扶贫中收益的贫困学生，学成之后选择

扎根家乡、用 自 己 的 知 识 和 力 量 服 务 群 众、振 兴 家

乡，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三）社会主义道路在解救人民群众于危难之时

彰显巨大优越性

在民族危难之时，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受到直接

威胁。哪一种制度、哪一种精神能够解救人民群众

于危难，就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纳。鸦片

战争后，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危难之中，中国人民几

经抗争，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才改变了一次次失败

的境况，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历史证明，只有走

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救民族于危亡，才能实现民族

振兴，这是红色基因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重要组

成部分的根源。红色基因，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中

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所形

成的应对民族危难的精神集合体。红色基因在民族

危难中产生，也需要在民族危难中传承。随着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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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硝烟慢慢消散，在和平

建设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不再能真切地感受到红色

基因拯救民族于危难的价值，这是红色基因传承所

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中国幅员辽阔，地震、洪涝、
泥石流、流行病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新中国成立

后，党带领人民战胜了血吸虫、疟疾、麻风病等困扰

中华民 族 数 千 年 的 流 行 病。在２００３年、２０２０年 战

胜了“ＳＲＡＳ病 毒”肺 炎、“新 冠 病 毒”肺 炎，在１９５４
年、１９９８年抗击了特大洪涝灾害，在１９７６年唐山地

震、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之后成功开展了灾后重建。当

中国公民在 海 外 遇 到 困 境、险 境，党 和 政 府 迅 速 救

援，在２０１１年利比亚、２０１３年也门等国成功实施了

撤侨行动。红色基因在一次次抗震救灾、海外撤离

行动中闪耀和跳 动，凝 结 成“’９８抗 洪 精 神”等 新 的

表现形式，在广大党员群众中不断地得到传承。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解救人民群 众 于 危

难，全面地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一，彰
显社会主义道路以人民为本位的本色。在危难发生

时，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

位，必要时宁可牺牲暂时的经济发展，也要全力挽救

群众生命、救治受伤或患病群众、组织灾后重建，不

受任何财团的牵制，更不会迎合竞选的需要。第二，
彰显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汶川、玉

树、舟曲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水、电、气、电信、交通、
建筑等国有企业，还有国有银行、公立医院是保障市

场供给、稳定物价、抗击严重自然灾害的可靠依托。
不论灾难有多大，都不会出现物价飞涨、治安混乱、
挨饿受冻、病亡街头的情况。第三，彰显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每一次救灾、救援行动都是医疗救助、
疫情阻断、生 活 保 障、交 通 运 输 等 多 条 战 线 同 时 作

战。在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坚强领导下，
救援、救助、救治工作总能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开展，
从来都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第四，彰显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救灾救援的各条战线上，广大

党员总是冲在最危险的地方、最苦最累的地方，在老

百姓最需要的危急时刻代表党出现在群众的身边。
他们以“跟我上”的先锋模范作用，凝聚起众志成城

的力量。第五，彰显中国人民的团结一心。危难时

刻，解放军指战员不畏艰难，冲锋在前，救助受困群

众；医护人员奔赴一线，救死扶伤；捐资、捐款源源不

断送达灾区；各行各业恪尽职守；志愿者无私奉献等

等，形成了上下齐心、军民团结、万众一心的强大合

力，迅速汇 聚 起“一 方 有 难 八 方 支 援”的 磅 礴 力 量。
每一次战胜灾难都是一次思想的洗礼，让年轻一代

感受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听党指挥、军
民团结、友爱互助等红色基因是民族压不垮的精神

支柱，他们学着老一辈的样子参与到救灾行动中，接
过了红色基因的接力棒。

三、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是
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关键

　　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

创举。这既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创举，也是市场

经济发展史上的创举。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一个

用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的历程。发展市场经

济对于传承红色基因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市场经济

快速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升了人

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焕发新的生机和活

力，反映出我 们 党 是 一 个 对 人 民 负 责、敢 于 修 正 错

误、锐意创新的政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物质利

益原则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生蔓延，
其两极分化倾向还使共同富裕面临巨大压力，对红

色基因传承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把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升

到“决定性”，红色基因传承的机遇和挑战都会随着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增加。让市场经济更加鲜明

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

鲜明地显现出来，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筑牢红

色基因传承的根基，使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得到更好

传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

而强大的精神支撑。
（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红色基因所蕴含的价值观是“利他性”的，是人

类高水准的价值要求，这是红色基因传承的一个难

点。习近平指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

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１］在充斥着各

种私有制的旧中国，红色基因得以铸就，靠的就是中

国共产党人身体力行所产生的带动力和感召力。人

民群众只有在共产党人践行红色基因的行动中真切

地感受到“利他”价值观的温暖和力量，才会加入到

传承红色基因的队伍中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承

红色基因，同 样 需 要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带 动 和 感 召。
第一，打造 了 一 支 自 觉 践 行 红 色 基 因 的 党 员 队 伍。
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为

９０５９．４万 名［１２］。分 布 在 各 行 各 业 的 广 大 党 员，如

果都能躬身践行红色基因，所产生的引领作用是非

常大的。党的纪律严于党纪国法，要把红色基因融

入党的各项纪律规范之中，落实到党员的言行之中，

３２１

赵宝文，易重华：中国道路的红色基因：传承与发展



并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毫不手软地去除腐败分子，
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促进红色基因传承。
第二，要注重发挥党的领导干部的突出作用。红色

基因中的许多内容，如公仆情怀、群众路线、党群鱼

水关系、官兵一致等都离不开领导干部，而且领导干

部的一言一行在下属和群众眼里是标杆和示范。要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任用领导干部，
奖优汰劣，让红色基因在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的引领

中扩散开来、传播下去。第三，在帮扶困难群众中砥

砺党性、培养干部。让党员、干部到帮扶困难群众这

个市场失灵 而 最 能 体 现 为 人 民 服 务 宗 旨 的 阵 地 上

去，才能切实培养出群众感情和联系群众的工作方

法，防止脱离群众这个最大危险。要从扶贫一线、驻
村干部、援疆、援藏、抗震救灾等急难险重的工作、任
务和人员中培养干部、识别任用干部。广大党员、干
部以帮扶困难群众为荣，把在艰苦地方建功立业作

为应尽职责，红色基因就能扎根于党员、干部的实际

工作之中，厚植于广大党员干部心中，融入党员干部

实际工作中，进而传递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
（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坚

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

根本要求。习近平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坚 持 公 有 制 主 体 地 位。”［１３］７８社 会 主 义

公有制包括城市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两

大组成部分。保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是

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制

度保障。第一，坚持国有企业主导地位。经过简政

放权、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总体上已经与市场经济相融合。
国有企业分布在石油、石化、电信、电网、供水、供气、
公交、汽车、建筑、建材、装备制造、汽车、制药、金融、
保险、军工等领域，是保障国计民生、巩固强大国防、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坚强后盾。国有企业是中国人民

七十多年艰苦积累的财富，数量虽少，但资产和规模

庞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经济基础，也是传承社

会主义理想信念、听党指挥、团结友爱等红色基因的

坚强阵地。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企业始终要

把牢对参股的非公有制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

作用。第二，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合

作经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

保障，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阵地。
在土地私有制的拉美国家，大量农民在城市化中破

产，失去土地后又不能迅速融入城市生活，于是聚集

城市周边，形成大量的贫民窟。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制，让中国城市化避免了“拉美病”，在国际上被称为

“可同美国科技进步并论的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两

项成就之一”。由于小农致富能力有限，农村基层党

组织以及精准扶贫工作组要更好地发挥组织农民的

作用，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推动土地有

序流转、规模经营，发展合作经济，增强农民参与市

场竞争的能力，让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权转

化为农民分享改革红利、增收致富的切实利益，农村

党群、干群之间才能保持密切联系，党在农村的凝聚

力、组织力、号召力才能得到增强。
（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十

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

“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然而，我国的市

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政府既是计划经济

的变革者，又是市场经济的构建者，不可能成为“管

的最少的政府”。习近平指出：“新型政商关系应该

是什么样的？概括起来说，我看就是‘亲’‘清’两个

字。”［１４］２６４构建亲 清 政 商 关 系 对 于 红 色 基 因 传 承 具

有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是市场经济存在和

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活跃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提

供就业和税收、提高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方面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减税降费、证照分离、负面

清单制度并压缩清单内容等改革举措，为非公有制

企业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绝大

多数是小微企业，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下行

压力增多的情况下，生存和发展比较艰难。党和政

府要积极为非公有制企业服务，千方百计为它们排

忧解难，这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又有利于扩大就业，因
而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

权，是新时代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

体现，是夯实红色基因传承的群众基础的重要途径。
第一，要进一步降低自然垄断性行业的非垄断性领

域市场准入，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拓展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空间。第二，更多吸纳非公

有制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参与法律、制度、发展规划等

的制定过程中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三，对
吃拿卡要的政府管理人员和社会闲杂人员，严厉查

处，严惩不贷。通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构建新时代

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
（四）继续推进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将

社会资源向优势地区聚集，而孔繁森等优秀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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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党员却向劣势地区聚集，援藏援疆、精准扶贫，
把自己的韶华、智慧、技能和精力奉献给落后地区，
用对困难群众满腔的热忱去融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

的冰冷法则。在一大批孔繁森式的扶贫干部的努力

下，我们即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共同富裕

的阶段性成果，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赢得了民

心。但同时也应看到，一方面我国地区差距、城乡差

距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根源难以短期消除；另一方

面我国是一个大国，市场经济体量巨大，两极分化的

力量也非 常 强 大。目 前 我 国 基 尼 系 数 依 然 居 高 不

下，２０１５年 为０．４６２，２０１６年 为０．４６５，２０１７年 为

０．４６７，２０１８年为０．４６８［１５］，均 高 于 国 际 警 戒 线，并

逐年略有上升。习近平指出：“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

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决不能松劲懈怠。”［１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较低水平的共同富裕，在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还任重道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

新时代，共同富裕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生长点，要
继续深入开展援疆、援藏、精准帮扶等工作。抗衡市

场经济贫富 分 化 的 力 量，只 有 靠 坚 强 的 党 性 力 量。
广大党员干 部 继 续 发 扬 孔 繁 森 精 神：第 一，顾 全 大

局。共同富 裕 就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大 局［１７］。推 进 共

同富裕，需要党员干部走进贫困地区去发动、组织和

带领群众发展生产，不得不抛家舍业，以牺牲小家而

顾全大局。第二，把扶贫当作天职。埋头苦干，不见

成效决不撒手。第三，艰苦奋斗。带领贫困群众致

富在一定程度上要与大自然搏斗，提高共同富裕的

程度也必然是一个越来越艰巨的历程，必须发扬共

产党人特有的艰苦奋斗作风。第四，把困难群众当

作亲人。以亲人的姿态融入困难群众之中，满腔热

忱地依靠他们、信任他们，带动他们迈向更高水平的

共同富裕阶段。
（五）发挥各级工会作用

改革开放前，单位制将所有的人都纳入到党和

政府的各级组织之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由组织

管理，党群关系很紧密。改革开放后，人们解决工作

和生活问题多是找市场。个人有更大的选择和活动

空间，这是社会的进步。然而，也导致党群关系变得

松散了，这是改革开放后一些群众对党的情感变淡

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和政府要

改变对劳动者关爱的方式，但关爱的程度不能少于

过去。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

级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习近平指出：
“事实充分说明，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只 能 改 进 提 高，不 能 停 滞 不 前。”［１３］２６４各

级工会应更多地担负起关爱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责

任，经常了解职工的需求，关心和帮助非公有制企业

职工，让广大职工在感受党和政府的关爱中坚定社

会主义信念和对党、对国家的热爱。第一，工会要成

为职工温暖的家。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有许多是来自

农村的农民工，文化和技能偏弱；还有不少是走出校

门的大中专学生，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不强，需要党

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工会要主动靠上去，帮助他

们解决困难和问题。第二，依法维护职工权益。由

于我国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管
理不规范，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不按

规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生产安全问题等时有

发生。工会要向职工定期宣传劳动权益相关政策法

规以提高职工维权意识，协调解决劳资争议，为职工

提供法律援助。第三，各级工会要积极促进完善劳

动法规，协助劳动保障部门定期检查企业劳动合同

签订情况、健 全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组 织，维 护 职 工 合 法

权益。
（六）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地震、洪 水、疫 病

等都会产生一定规模的受灾群众。中国日益融入世

界，将有越来 越 多 的 中 国 人 在 海 外 工 作、求 学 和 生

活，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流行疾病、劫持绑架、地区

战争等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问题也会随之增多。在

全球化时代，境外的灾害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也会

波及中国。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中，组建成

立了国家应急保障部，为提升我国的应急救援能力

提供了组织 保 障。２０２０年 初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肺 炎

疫情，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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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

影响。党中央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各级党组织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国人

民守望相助，终于打赢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每一次迅速有效的救援行动，都是一次生动的群众

路线、团结友爱等红色基因的教育和实践活动。在

此次疫情防控中，也暴露出来了一些短板和不足，出
现了一些漏洞和弱项。习近平指出：“针对这次疫情

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

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
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

公共卫生应 急 管 理 体 系。”［１８］目 前 国 内 新 冠 肺 炎 疫

情得到基本控制，但国外疫情开始泛滥，外防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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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防反弹的压力很大。未雨绸缪，提高防灾减灾和

海外救援的应急保障能力，既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也
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加强科研攻关、改革完善应

急保障体系、加强应急保障队伍建设等举措，提升国

家应急保障能力，在需要时能迅速解救人民群众于

危难，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夯实红色基因传

承的这块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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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 新时代学习工 作 室．学 习 雷 锋 精 神　听 听 习 近 平 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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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佚名．习近平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Ｎ］．科技日报，２０１３－０３－０７（１）．
［７］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８］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 政 治 部．雷 锋 日 记 选［Ｍ］．北 京：解

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
［９］ 国家统计 局．２０１９年 全 国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减 少１１０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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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０４－０７（１）．
［１２］佚名．２０１８年 中 国 共 产 党 党 内 统 计 公 报［Ｎ］．人 民 日

报，２０１９－０７－０１（４）．
［１３］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卷［Ｍ］．北京：学习出

版社，２０１４．
［１４］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Ｍ］．北京：学习出

版社，２０１７．
［１５］ＣＥＩＣ全球数据库．中 国 基 尼 系 数［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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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习近平．在决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Ｎ］．
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０３－０７（２）．

［１７］常宗耀，张一弛．论共同富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基本要求［Ｊ］．兰州学刊，２００９（２）：２３－２５．
［１８］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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