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春梅 高国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类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被打乱，很多行业完全停摆，众多企业陷入危机。全球在积极抗击疫情
的同时，也对人类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了深刻反思，深深体会到生态
环境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而深刻。世界经济论坛《2020
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未来 10年按照概率排序的全球 5大风险全部为环境
风险，为历年来首次。疫情提醒人类重新认知、调整或改变固有的思维模
式和生产生活方式，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

首先，必须对自然有敬畏之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指出，自然界相对于人而言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
类依赖于自然界而生存和发展。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敬畏
自然，归根到底就是要敬畏生命，敬畏我们自身。生命具有唯一性，生命是
一切生物的共有属性，生命是神圣的。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新观念，对自然界要有敬畏感。法国思想家史怀泽认为，世界上的生
命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区分，任何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我们应该尊重自然界中其他生命，维护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
间的平衡。

实践启示我们：敬畏自然是防范一切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的基础。敬
畏自然，并不是人类道德优越的宣示，而是保命存身的明智之举。疫情在
全球肆虐的事实也提醒人类，人类并未掌控地球，尽管在经济、科技方面取
得了巨大进步，但人类仍无力对突发的传染性疾病或全球危机免疫。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我们必须
准确把握“能做”和“应做”的基本界限，必须要用“正确的办法做正确的事
情”。因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的唯一出路、唯一选择。全体社会
成员理应具备对自然、对生命、对道德的敬畏之心。

其次，必须实现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现代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归根结底
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
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可见，生产生活绿色化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
键，是摆脱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之策。在反思生态环境危机基础上提出的
绿色发展，深化和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顺应自
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也昭示着未来，选择绿色发展就是选择未来。能
否在疫情之“危”中抓住绿色发展之“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未来的生
存和发展。

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方式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
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是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式获得
经济增长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
而是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突破性提升。绿色发展
是理念，更是实践，体现的是人和自然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相互支撑、紧密
依存、共生共荣的过程。绿色发展作为一项长期工程、持续性工程、系统工
程，既需要政府将环境问题当作重大的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社会问题和文
化问题，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展，也需要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坚持清洁
生产、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安全发展等绿色生产方式，更需要社会公众树
立生态环保理念，坚持绿色生活方式、绿色消费方式和绿色行为方式。总
之，要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系统发展、创新发展、
高质量发展，构筑崇尚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让绿色成为发展的普遍
形态。

凡事不患难而患无备。天蓝、地绿、水清及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是未
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福祉。后疫情世界会更好还是更糟，这完全取决于人
类怎么想，更取决于怎么做。

敬畏自然 绿色发展

□李军虎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白衣战士主动请缨、逆行出征，无私无
畏，以生命赴使命。英雄所到之处鲜
花挥舞、彩旗飘扬，网上网下、四面八
方，祝福之声铺天盖地，崇敬之情澎湃
高涨。在这场全民战“疫”中，英雄的
形象是如此的鲜活而真实，英雄的精
神是如此的净化灵魂、催人奋进，内蒙
古大草原激荡起崇尚英雄的热潮，崇
尚英雄理念的草原文化之花绚烂绽
放。

挖掘和丰富英雄精神内涵

崇尚英雄理念的本质是崇尚英雄
的精神，就是要崇敬英雄人物、铭记英
雄贡献、关爱英雄处境、捍卫英雄声
誉、学习英雄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英雄是人民
的优秀代表，他们用英勇无畏的浩然
正气，凝聚起引领人民奋进、推动社会
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英雄精
神的科学内涵扎根于时代，服务于人
民利益和社会进步，其形式注定是丰
富多彩、不拘一格，需要与时俱进、传
承创新。

英雄人物的品格和行为是英雄
精神的生动载体，新时代英雄精神的
科学内涵就是通过无数英雄人物展
现出来的，英雄精神不仅具有共性特
质，而且具有个性差异。英雄精神科
学内涵的共性特质包括“忠诚、执着、
朴实的鲜明品格。”他们“都对党和人
民事业矢志不渝、百折不挠，都在党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
拼搏，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
作、无私奉献。”英雄精神的个性差异
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维性和社会
分工的多元性所决定的，故而英雄精
神形态多样：是“精忠报国”的爱国精
神、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
精神信仰、是“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
头”的奉献精神、是“卧薪尝胆”的奋
斗精神、是“无论生死、救死扶伤”的
大爱精神……丰富多彩的英雄精神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已经完全融
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成为
千万草原儿女的精神基因。

关爱和捍卫英雄合法权益

“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英
雄人物既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一往无
前、舍生忘死的先锋模范，也是具有七
情六欲、旦夕祸福的肉体凡胎。抗击
疫情的白衣战士们义无反顾地冲上

“战疫”最前线，在战场上，他们是“病
毒”的克星、人民健康的守护神；脱下
战袍，他们是父母的心头肉、爱人的掌
中宝、儿女的顶梁柱。弘扬崇尚英雄
理念，就要依法保障英雄的各项合法
权益，以关爱和崇敬抚慰英雄高洁的
灵魂。

近年来，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这将为弘扬崇
尚英雄理念、关爱和捍卫英雄合法权
益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各级地方党
委和政府要以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坚
决严格落实关于英雄烈士保护的法律
法规，因地制宜地完善实施细则，从物
质、精神等诸方面切实维护英雄的合
法权益。当前，网络上和社会上抹黑
英雄、侮辱英雄等事件时有发生，对英
雄及其家人的感情造成了极大伤害。
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充分利用大数
据和互联网技术，依法从严惩处“侮
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
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合法权
益”的一切行为，让法律利剑为崇尚英
雄理念保驾护航。

铭记和敬仰英雄精神事迹

马克思说：环境影响人，人影响环
境。英雄是社会环境中的英雄，崇尚
英雄理念的社会氛围是英雄精神发扬
光大最深厚的土壤。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关心、关怀、关爱英雄模范，营造崇
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
雄的浓厚氛围。崇尚英雄要从娃娃抓
起，努力做好青少年铭记敬仰英雄、学
习英雄精神的宣传教育工作。各级各
类学校和教育机构应当积极创造条
件，将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纳入教育
内容，组织开展纪念教育活动，加强对
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崇尚英雄要营造严肃恰当的仪
式感，要充分利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和革命英雄纪念日等特殊时刻，积极
引导公民通过瞻仰英雄烈士纪念设
施、集体宣誓、网上祭奠等形式，铭记
英雄烈士的事迹，传承和弘扬英雄烈
士的精神。崇尚英雄要充分利用互联
网等现代传媒技术和全媒体手段，鼓
励和支持以英雄烈士事迹为题材、弘
扬英雄烈士精神的优秀文学艺术作
品、广播电视节目以及出版物的创作
生产和宣传推广。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营造崇尚英
雄的社会氛围还要凝聚英雄文化合
力，深挖草原英雄文化传统，传承红色
英雄文化基因，紧扣时代英雄精神脉
搏，汇聚新时代崇尚英雄理念新风
尚。内蒙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
的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拥

有“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大青山
上抗日寇”“草原英雄小姐妹”“三千孤
儿入草原”“千里跋涉援鄂抗击疫情”

“蒙古马精神”等英雄事迹和精神豪情
万丈、广为流传，各族人民识大体、顾
大局，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英雄文化
特质一脉相承，为新时代内蒙古弘扬
崇尚英雄理念注入无限活力和内在动
力。

学习和践行英雄精神真谛

“一切真正的英雄都是实实在在
的人，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
英雄不是图腾，英雄精神不是虚幻的
精神支柱，崇尚英雄理念就是每一个
人都要将英雄精神的真谛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展现为“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的磅礴力量。英雄
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在的，而是时
势造就、自觉自为的结果。只要有坚
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
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
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
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
就。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每一个平凡人创造自我、超越自我，
成为英雄搭建了最广阔的舞台。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
雄才能英雄辈出。“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不是轻
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党员
干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
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率先学习践行英雄精神，争做英雄
模范。各行各业要积极营造崇尚英雄
良好氛围，不断掀起人人争当英雄模
范的热潮。

此次，人民战“疫”的伟大实践再
一次深刻启示我们：人民才是真正的
英雄。内蒙古是英雄的土地，内蒙古
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不负韶华、奋勇当
先、矢志不渝、建功新时代，2500万草
原儿女必当仁不让。

（作者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大力弘扬崇尚英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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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时空 张雪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以
存续的灵魂；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得以前进的动力；文化自信是更
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
会上强调：“站立在 960 万平方公里
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
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 13 亿中
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
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
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
前进定力。”

中国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
文化底蕴

底蕴的意思是内心蕴藏。所谓文
化底蕴，就是人类精神成就的广度和深
度，即人或群体所秉持的可上溯较久的
道德观念 、人生理念等文化特征，也是
人或群体学识的修养和精神的修养。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有其深
厚的文化底蕴。

中华文化之广，在于其有 56种色
彩的装饰。不同颜色的彩笔能够激活
绘画作品的活力，让人们感受到多彩
的魅力。56个民族的文化就像是 56
只彩笔，为中华文化这幅大作增加了
一道道亮丽的色彩。中国历来就是一
个多民族的大国，56个民族共同生活
在中华大地上，东西落差成三级阶梯，
南北跨度又达约50个纬度，温度和湿
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
境，给人文发展以丰富的机会和多样
的选择。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
不同的生活方式，广袤的中华大地上
逐渐形成多元社会文化，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广博的多元文化奠定了中华
文化的深厚底蕴。

中华文化之深，在于其有几千年历
史文明的延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
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
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
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
形成的。”中华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文
明传承、延续和发展，在各族人民的开

拓进取中孕育出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在
党和人民伟大斗争的实践中孕育出了
坚毅的革命文化；在新中国的建设与改
革中孕育出了强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深深的中华文化根脉塑造了深厚
的中华文化底蕴。

中国文化自信源于漫长的
文化砥砺

“砥砺”指磨炼、锻炼。郭沫若曾说
“工具必见诸实用，砥砺改进，以期日新
又新”。中华文化经历过辉煌灿烂，也
遭遇过屈辱鄙夷，漫长的文化砥砺让我
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发展时立足
本源、博采众长的重要性，让我们清醒
地意识到妄自尊大和盲目自卑等错误
文化心态的危害性。

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交流是中华
文化持续发展的源泉。翻开历史画卷，
我们能感受到各民族在迁徙、聚合、战
争、和亲、互市等多种多样的互动下，在
各个方面交往交流交融，使得各民族文
化在碰撞与合作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
的文化整合，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割
舍不断的精神命脉。

国内外文化的互鉴与吸收是中华
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古代丝绸之路
开辟中西交通的纪元；唐朝文明开放，
内外交流频繁；北宋内外贸易繁荣，经
济活跃；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传播中华
文化。一次次的对外交流，无不丰富
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华文化
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近代中国
伴随着传统社会向近代的艰难转轨，
伴随着民族自尊心的重创、挤压与亢

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遭遇了冲
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到重大历
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近
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华民
族从备受屈辱到站起来、富起来再到
走向强起来的发奋图强史，也是一部
中华文化从自卑到自立再到自信的文
化自强史。中华文化以其广博的胸怀
和气魄，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汲
取古今中外文明精粹，重新赢得原创
性的动力。

中国文化自信源于坚定的
文化底气

底气指基本的信心和力量。文化
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
政党对自身所禀赋和拥有的文化价值
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
生命力保持坚定的信心和发展的希
望。坚定的文化底气之下，我们能够更
好地吸收天地之精华，海纳百川，并结
合自身实际作出正确判断，保证前进方
向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文化底气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马克思主义是一套以人民为
中心、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体
系，它占领着真理、道义与价值的制高
点。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以马
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以“为人民谋幸
福”为初心、以“为民族谋复兴”为使命，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党。中国
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
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
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

有的光明前景。今天的中国，前所未
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
能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昂首
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上，更加增强了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
为中华文化自信注入了更持久更强大
的力量。

文化底气来源于70年来伟大的文
化成就。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全国各族人民共同
开发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创造灿烂的
中华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
白、百废待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极
度匮乏。如今，迈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的新时代，文化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群
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产业蓬勃兴
起，文化实力大幅提升。1949年，全国
公共图书馆仅有 55个，文化馆站 896
个，博物馆21个；2018年底，全国共有
公共图书馆 3176个，文化馆站 44464
个，博物馆4918个。目前，中国电视剧
和图书年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电影产量
高居世界第二。新中国70年来所取得
的伟大文化成就，不仅增强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也增强了
中华文化的自信底气。

文化底气来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引领和践行。文化不只是生活方
式，更是一种精神价值，一种意义体系，
它的意义在于给心灵启迪，给精神以力
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
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中
国革命文化价值观的综合集成与创新发
展，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
族复兴的中国梦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最大价值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不仅为我们前进的道路指明了方
向，而且增强了各族人民的文化底气，科
学回答了中华文化为何自信。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中国之文
化自信，源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漫
长的砥砺和坚定的底气。新时代的中
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应更
加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
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
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更加坚定中国文化自信

●崇尚英雄理念的本质是崇尚英雄的精神，就是要崇敬
英雄人物、铭记英雄贡献、关爱英雄处境、捍卫英雄声誉、学
习英雄品格

●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率先学习践行英雄
精神，争做英雄模范，各行各业要积极营造崇尚英雄良好氛
围，不断掀起人人争当英雄模范的热潮

□刘伟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钟南山等专业人士的理性面对到普通人
的慈善义举，从众多医生护士的最美“逆行”到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从全体
武汉人民的善良和坚强到全国人民对湖北的捐赠和支援，诸多人和事不断
地感动着我们，让我们时时热泪盈眶。这些事，这些人，充分体现了中华民
族独有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特有的集体人格，那就是铭刻于我们灵魂深处
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
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个人和家庭和国家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整
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
趋之”等等不同时代对于个人、家庭和国家关系的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对
家国情怀的理想追求，引导人们跳出物质享乐的泥沼，避开狭隘的个人主
义的陷阱，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前行的动
力。今天，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经由岁月打磨仍然熠熠生辉，成为新时代中
国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我们战胜疫情的重要精神力量。

家国情怀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其基本内涵是“家国
一体”。历经时代变迁，家国情怀已与往日不同，有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
内涵，也给当今的时代精神添加了传统文化的浓墨重彩。今天，人们理解
的家国情怀不仅仅是对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及其成员的真挚热爱，对
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的拳拳深情，它还把对家人的情感上升为对全体社会
成员的关心和爱护，把对家园的依恋转化为对祖国山川大地、风土人情、历
史文化的喜爱和认同，责任和担当是家国情怀的精髓与核心。

家国情怀于中国人有着别样的意义，它是一种情感，使中国人敬天孝
亲、依恋故土、知恩图报有情义；它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让中国人悲悯苍
生、心怀天下、勇挑重担敢担当。这种责任和担当意识让中华儿女在国家
危难之际不会袖手旁观，奉行生活的幸福不在于个人利益的满足而在家庭
和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个人权利的获得更在于为家为国为民的
奉献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
换新天”……这种浓郁真切的情怀，体现在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对道义的坚
守上、体现在中国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抉择上。令人欣慰的是，2020年春
天里的许多中国人，仍然坚持着同样的操守，做着同样的选择。我们为属
于这样一个民族而庆幸，为陶冶于这样的文化骄傲，为生于这样一个国度
而自豪。

人是理性的存在，有精神需求得到满足的愿望、生命意志得到体现的
冲动。精神有归属，生命才有活力。中国人爱家、爱乡和爱国，心有安放之
所，情有所归之处，日子过得踏实接地气。因为爱家，中国人尊重生命、热
爱生命，重视生命的延续。可中国人更看重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把爱同胞
爱国家作为生命高度的体现，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且义无反顾、责无旁贷。
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战“疫”中，无数中国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一个事
实，家国情怀是中国人的生命底色，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智慧、信心和勇气
的源泉，这一精神气质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底气。因为这样的民族特质，
面对疫情我们有理由乐观而坚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全国人民的齐
心协力，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做支撑，如此众多的中国力量汇集在一起，我们
一定会战胜疫情，重回正常生活。

天地之间有正气，人世之间有大爱。根植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和血脉
之中的家国情怀一定会被世世代代传承，中国精神也会因为这样的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而永远朝气蓬勃，不断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传承家国情怀
弘扬中国精神

【
核
心
提
示
】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交流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源
泉，国内外文化的互鉴与吸收是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

●文化底气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来源于70
年来伟大的文化成就，来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和践行

■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