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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评论 

 

新时代劳模精神的文化内涵 
 

山东管理学院  徐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对于凝聚民心、引领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我们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总体上

带有时代性、人民性、开放性等共性特质。劳模精神弘扬了社会主旋律，是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是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 

    什么是劳模精神？早在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就指出：“长期以来，广

大劳模以平凡的劳动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

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劳模

精神本质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劳模精神产生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成果和人们的思想

观念、价值追求等方面。新时代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对劳模精神文化内涵的挖掘剖析，有助于加

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劳模精神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资源。劳模精神的构成因子和呈现元素大多是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诠释和生动呈现。现在人们普遍思维敏锐、勤于研究、善于探索，注重社会公平

正义的实现，对于新事物、新问题、新形势有着更为迅速的接受能力和更为独立的判断能力，但有时也

不免缺少了古人“达则兼济天下”的普世思想。劳模精神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针对性，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文化基础，有助于引导人们将个体的发展融入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业中，建构起小家与国家民

族融合统一的发展共同体，更加积极主动地关爱他人、关心社会、关注国家，旗帜鲜明地弘扬主旋律，

坚持不懈地发挥正能量。 

    劳模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坚持向善、向美是劳模精神文化内涵的核心。每

个劳模所从事的行业、自身的经历以及个性特点等不同，其身上的“闪光点”因人而异，这就使得劳模

精神内涵十分丰富。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劳模的事迹，他们既有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又有

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并且有爱国敬业、奋发进取、开拓创新、无私奉献、自立自强等共同品质。目

前活跃在社会各行各业不同岗位和社会不同阶层的群体，他们也多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亲身经历

了国家的快速崛起，见证了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见证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认可

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成就。然而，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

断扩大，也难免令一些人的言行趋于功利性，逐渐放松了自我责任和义务。因此，如何凝聚共识，寻找

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就需要我们寻找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路径。而弘扬劳模精神正有助于

我们引导不同层面的人，找寻共同的精神目标，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劳模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生动实践的见证。劳模以单位为家、以国为家，敬业爱岗，具有强

烈的职业归属感，不仅干一行爱一行，而且干一行钻一行，表现出极强的主人翁意识。目前在社会上活

跃的人大多受党的教育熏陶，具有较强的家国情怀和一定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对于国内外形势、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乐于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和利益诉求。但也存在部分人

缺乏主人翁意识，对于发生在身边、不涉及自己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而积极弘扬劳模精神，

有助于引导人们自觉地把个人的人生价值、理想信念、幸福追求融入职业发展中，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

入集体发展目标中。通过对劳模精神的学习和研究，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

动实践，深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各项成果的不易，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