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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

王陈成

重庆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54

摘　要 ：红旗渠精神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勤劳坚韧的优良传统，彰显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品格，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

实现理想信念而不懈追求的具体体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红旗渠精神的理论内涵与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科学目标高度契合。

通过深挖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丰富内涵，探索其有机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基点，

围绕“一条主线”“两大重点”“三种渠道”“四种能力”提出合理的实践进路，从而引导当代大学生把握历史主动，汲取奋进力量，

坚定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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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红旗渠精神是林县人民吃苦耐劳，敢想敢干在万仞壁立的悬崖造就的一座精神丰碑，勤劳勇敢的林县人民削平

1250 座山头，凿通 211 个隧洞，架设 152 座渡槽，在太行山上建成了全长 1500 公里的大厅水利灌溉工程。实现

了“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的伟大壮举，谱写了“人定胜天”的生动诗篇。“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磨

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1] 高校是武装与感召青年的关键场所，也是引导大学生立德成才的重要基地。

以红旗渠精神擦亮高校思想政治课堂的鲜明底色，促进百年党史入脑入心，引导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奋斗、勇毅前行。

一、红旗渠精神的科学内涵

“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

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2] 红旗渠精神是河南林

州人民伟大实践创造的结晶，包含了巨大的生命力，是

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和延续的重要精神力量之一，深刻诠

释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科学

内涵。

（一）以自力更生为基点：战胜穷凶极恶的地理

环境

“立足实际、依靠自身”是红旗渠精神的立足点。

上世纪六十年代，地处中国南太行山麓的河南省林县遭

遇了空前干旱，又逢自然灾害时期，条件险恶、物资匮

乏，盼水祈水的愿望写满了林县县志。为了摆脱缺水困

境以谋求生存希望，以杨贵为领导的林县县委领导班子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人力稀少、物力紧缺、财力匮

乏的情况下集全县之力，在巍巍太行山上开展着人与自

然的一场“生死较量”。在修建“青年洞”工段的时候，

突击队员顶黑风、走夜路、战饿狼，使尽浑身解数攻克

难关；在太行山悬崖除险时，青年党员任羊成一马当先，

大绳勒得他浑身青肿也不叫苦，落石砸掉他的门牙也不

喊疼；合涧公社木篡大队的吕伏明，年逾古稀，听闻石

匠稀缺，便义无反顾背着工具上阵，锻料石，垒渠岸，

硬是在工地上坚持到了冬去春来。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

中，林县人民毫不气馁，直面挑战，用自己的双手开辟

出了自力更生、勤俭修渠的发展路径，彰显了林县人民

重新安排山河的坚定信念。  

（二）以艰苦创业为动力：彰显吃苦耐劳的奋斗

品质

“敢为人先，艰苦创业”是红旗渠精神的不竭动力。

林州人民在太行山脉劈山引流，数九寒天，翻山越岭，

苦战 10 个春秋，仅靠一锤一铲，将叩石垦壤的星火化

为穿山越岭的磅礴伟力，在万壑群峰的太行山上修建了

举世闻名的红旗渠，彻底解决了这里十年九旱、水贵如

油的千年难题。千刃绝壁，是林县人民直来直去的性情，

巍巍太行，是林县人民不卑不亢的脊梁。这座“人工天

河”的建成，造就了林州人民难而不惧，富而不惑的坚

强意志，也反映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精神

品格，这种精神与中华优秀文化一脉相承，在历史长河

中支撑林州人民信念、融入林州人民血脉，历经岁月积

淀而经久不衰、永世流传。

（三）以团结协作为导向：厚植心忧天下的人民

情怀

“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是红旗渠精神的鲜明导向。

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党和政府抓住主要矛盾，发挥

党员先锋作用，发动群众力量，抓住人民需求，发动

30万林州人齐上阵，是凝聚民心汇聚民意的生动典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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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精神寄托着共同的目标和志向，激发了“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一方有需，八方支援。

山高谷深的自然环境、物资紧缺的现实状况都表明了红

旗渠工程不是靠一人一村就能完成，必须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办大事的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几

代人的共同祈愿，林县上下一盘棋，15个公社不分彼此、

人员互助、资源共享，通力合作成为自觉行动，这是红

旗渠得以建成的重要保障，也是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

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体现，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

处使，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把可能变成了现实，生动

再现了“人心齐、泰山移”的深刻道理。面对随时出现

的压力和难题，林县县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谋划

并锲而不舍地推进修建红旗渠这项民生大事，给了林县

人民最安全的依靠，最终实现了“喝令行山让开路，我

带漳水把家还”的夙愿，促使全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由此书写下林县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页

不朽的辉煌篇章。

（四）以无私奉献为核心：见证不屈不挠的奋斗

史诗

“舍己为人，无私奉献”是红旗渠精神的核心内涵。

在红旗渠修建的过程当中，涌现了一批批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广大群众抛家别子，酷暑

寒冬，风餐露宿，为修建红旗渠倾尽所有。“铁姑娘队”

身先士卒，巾帼不让须眉；张买江子承父业，“带水”

回家；300 名青年“敢死队”，虱子满身也毫不停歇。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修渠工地上先后涌现出带头实干

的五好连长石文祝、舍己救人的共产党员李改云、将一

生奉献给水利事业的技术人员吴祖太、凿洞能手王师存

等先进典型。这群山里汉子用行动彰显了无私奉献的高

贵品质，用汗水见证了不屈不挠的奋斗史诗，红旗渠的

建成不仅意味着林县的成功，更象征着中国人精神意志

的胜利。六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红旗渠既是写满艰辛

和血泪的十年筑梦历程的真实记录和有力见证，又是一

方百姓为了革命理想艰苦奋斗、永不言弃的精神折射，

始终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与感染力激励着林州及全国人民

在新时代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勇前进。

二、红旗渠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意蕴

红旗渠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养料，汇

聚着深厚的历史意蕴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是立德树人重

要的鲜明教材，将红岩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

有重要价值。

（一）启智润心：滋养时代新人的使命担当

高校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在每一个学段、课程中落实育人目标更是责无旁贷，

应不断加强和完善教学内容建设，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

对性和吸引力。红旗渠精神以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时代

价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成果，也是我们建设精神文化阵地的

重要基石，它诠释了爱党爱国、无私奉献的深刻内涵，

也凝聚了精诚团结、自强不息的高尚品质。将红旗渠精

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有助于提升青年学生的思想觉

悟、道德境界、政治品质和文化素养。新时代新征程，

唯有滋养青年学子的初心使命，让他们深刻感受到民族

精神的历史底蕴、独特价值和蓬勃生命力，领悟到红旗

渠精神背后的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才能推动红旗渠精

神与历史延续和时代发展相结合，令精神文化遗产在新

时代焕发新光彩，使红色教育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根深

蒂固。 

（二）培根铸魂：坚定时代新人的价值观念

红旗渠精神无论在产生之初，还是在传承之际，

贯穿其发展过程始终的都是崇高的理想信念，“我们党

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
[4]，

红旗渠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党史观，坚定理想信念。是“定叫山河换新装”

的英雄气概，其背后的历史素材和感人事迹都对青少年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今世界“普

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泛娱乐化”等不良思潮正

在消解时代新人的政治认同，扭曲时代新人的价值观念，

影响高校学生的视听判断。将红旗渠精神融入对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有助于学生在形形色色的社会环

境中辨别良莠不齐、错综复杂的价值思潮，克服炫耀性

消费下的功利主义思想，从而树立大局意识，增强使命

担当，力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者

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圆梦者。另一方面，面对历史虚无主

义的沉滓泛起，既要加强党史学习，又要落实红色教育，

及时揭穿错误思潮制造的谎言和迷雾，使学生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价值观，理性认识现状，科学预见未来，更加

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激扬斗志：淬炼时代新人的意志品格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林县儿女之所以在物

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敢英勇地向山势险峻的太行山宣战

并最终获得成功，依靠的就是不怕苦、不怕难的优良作

风。林县县委带领林县人民之所以无论遇到何种难题都

能推进修渠事业稳步前进，也是因为始终发扬了敢想敢

干的斗争精神。新时代大学生成长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家

庭生活条件较之修渠年代天壤之别，他们之中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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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大多数，父母对其溺爱有加，由此养成了他们奢靡浪

费、大手大脚的习惯，对前辈们缺衣少食、艰难困苦建

设红旗渠的历程缺乏情感共鸣。因此要以红旗渠修建的

坎坷历程引导学生树立不畏困难、团结奋斗等精神价值，

激扬时代新人的昂扬斗志。青年一代要将个人愿望融入

民族理想中，将个人本领上升到国家建设中，在新的奋

斗之路上，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格修为，始终发扬敢

想敢干、不怕困难的优秀品质，保持开拓进取、与时俱

进的精神状态，弘扬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中国精神，

为早日实现中国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四）躬行实践：锻造时代新人的报国行动

行百里者半九十。老一代的红旗渠人，通过自己

的顽强拼搏，于深山之中开拓出一条生命之渠，从而孕

育出了弥足珍贵的红旗渠精神，它源于奋斗实践又呼吁

团结奉献，它记载历史也标识未来，新一代的红旗渠人

接过他们手中的担子，薪火不熄，代代相传。育才造士，

为国之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大学生要有坚定的

信仰和宏大的志向，摒弃好逸恶劳、不切实际的空想，

不断学习文化知识，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头脑，提高综合

素质，要充分挖掘红旗渠精神的历史基因，感悟红旗渠

精神的文化风貌，在红旗渠精神的指引下自力更生、努

力拼搏，努力成为红旗渠精神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在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青年人要以昂扬向上

的姿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勇挑大梁，争做排头兵，

将精力和本领倾注在为祖国谋发展，为民族谋复兴和为

人民谋幸福的报国行动上，把自己的才智和能量用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在知行合一的实

践中书写青春出彩华章。

三、红旗渠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路径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要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必须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如何培养人”

的问题。大学生正处于思想的“拔节孕穗”期，需要正

确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引领。红旗渠精神进课堂与思政课

拥有教学目标的一致性，教学内容的契合性和教学方法

的相通性，积极探索红旗渠精神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有效策略。

（一）明晰“一条主线”，完善沉浸式教学场景

高校思政课延续着“情感基础－思想价值－使命

担当”的形成模式，以“理论－实践－理论”的教学原

则为主线，用现实手段重温历史足迹，通过体验 3D、

VR 等技术模拟再现俢渠开凿场景，创新红色文化的开

发教育形式。思政课教师化身导游，带领学生体验“云

上红旗渠纪念馆”带来的全方位、多角度的震撼景象，

让全体学生进一步了解林县凿壁穿石，挖渠千里的艰苦

历史，达到以景动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效果，从

而烘托思政课教学氛围，完善“场景化”体验教学。同

时可集中学生观看《红旗渠》等影视作品，自导自演红

旗渠情景剧，让学生在舞剧的演绎和情感的共鸣中深入

了解红旗渠精神。在接受理论教育的基础上，广大青年

要深入实地研学，承担起推动红旗渠精神进行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责任，可以通过拜访俢渠者，倾听修

渠人的亲身经历，切实感悟其中的不易与艰辛；参观红

旗渠纪念馆，引发学生的共情共鸣，从而将红旗渠精神

铭刻于心，实践于行。

（二）抓住“两大重点”，构建系统性培育体系

思政课要发挥理论固本、思想铸魂的关键作用，

把握思政课堂主阵地，完善支撑红旗渠教育的制度要素

和培养方案。要抓住“高校党委引领，社会协同参与”

两大重点，高校党委要重视红旗渠精神的融入程度和思

政课的育人成效，最大限度提供资源和条件的保障，要

以推进红旗渠精神教育为专题成立办事机构，建立一支

专职科研团队，并为其划拨专项经费，加大红旗渠精神

的研究力度；举办与红旗渠精神相关的主题研讨会、特

色读书分享会，聘请相关领域优秀学者进校开展培训讲

座，实现思政课弘扬精神谱系的常态化，助推红旗渠精

神与高校思政课的耦合互动，使红旗渠精神真正武装头

脑，深入人心。红旗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也离不开社

会的协同参与，“社会思政大课堂”是开展“高校思政

小课堂”的拓展和延伸，社会思政元素丰富多样，要积

极开展跨区域、跨学校的学术交流，汇集各界党史研究

同仁分享经验、汲取智慧，向研究做得好、做得深的地

区学习，从而增强研究成果的前瞻性和实效性。 

（三）把握“三种渠道”，拓宽多样化传播途径

红旗渠精神具有深厚的育人价值，通过建立“精

准 + 精彩 + 精心”的传播模式，提炼挖掘蕴含红旗渠精

神的优秀素材，让红旗渠精神更好地传入校园、撒向社

会。第一，把握校园物质传播载体，通过播放宣传红旗

渠精神的系列电影、短片、歌曲，让其在学生中广为流

传；通过在校园陈列以红旗渠精神为主题的英雄人物雕

像，建设历史文化艺术馆等形式将红旗渠精神融入到校

园文化景观中，从而有效发挥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对大学

生产生的思想熏陶和心灵启迪作用。第二，重视精神文

化传播载体，红旗渠精神是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

人类精神高地，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就要以学

生为中心，举办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主题活动如全民阅

红旗渠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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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全民演讲、全民朗诵比赛等，唱响红色精神的主旋

律，使社会成员在主题活动中吸取精华。同时可进入各

个学院，深入社区农村，用宣讲的形式以“小切口”诠

释“大道理”，将红旗渠精神的理论知识讲活讲深。第

三，充分运用网络传播平台，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发展迅

猛，渗透性强，覆盖面广，要推动传统教学手段同新兴

媒介高度融合。充分运用“两微一抖一书”宣传平台，

制定官方视频号，邀请在校大学生出镜录制，将枯燥的

静态文字宣传转变为图文声频并茂的动态弘扬，通过行

走的思政课表达他们对红旗渠精神的理解感悟，打造立

体化、多元化宣传格局，使学生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

中接受红色文化教育。

（四）提升“四种能力”，创新结构化育人模式

高校思政课延续着“理论―情感―行为―担当”

的形成模式，以红旗渠精神为抓手，创新结构化育人模

式。第一，助力实践育人。“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

唯一标准”，高校校园要将目光聚焦于班团活动、参观

调研、红色研学、暑期“三下乡”等实践活动，同时将

劳动主题教育活动集中于勤工俭学、助残扶弱、公益劳

动、社区服务等爱心传递活动。将红旗渠元素全方面融

入这些活动，以艰苦劳动磨砺坚强意志，以社会实践丰

富思想素质，以春风化雨方式实现实践育人。第二，重

视文化育人。文化对陶冶性情、立德修身有着重要的引

领作用，通过在高校社团文化、艺术文化、宿舍文化中

融入红旗渠精神，采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隐形

教育方式，增强理论说服力，塑造大学生真善美的品格。

第三，加强服务育人。高校始终秉持“一切为了学生，

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服务理念，坚持“身

心同健、德才并进”的人才培养原则，在对学生进行课

后谈话和心理疏导时，可适时以红旗渠精神启发学生，

以思想共振方式帮助学生将“小爱”晋级为“大爱”、

将“个人情”上升为“民族情”。第四，巩固组织育人。

组织，是“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

目前，高校的组织场域和类型各色各样、百花齐放，通

过构建以党组织为引领、团组织为关键、学生会组织为

核心、社团组织为立足点的“四全”组织育人体系，在

宣讲、征文、书画等文艺活动中，恰如其分地融入红旗

渠精神，使其内蕴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和风细雨的方

式熏陶感染大学生。 

结  语 ：

时光荏苒，跨越千年，长渠似歌，精神永存。林

州人民将红旗渠精神永远定格在太行之巅，它是中华儿

女奋斗数年永不落幕的精神史诗。青年强则国家强，青

年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后备力量，要从伟大

的红旗渠精神中汲取力量，勇担时代责任，赓续红色血

脉，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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