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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老西藏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传承
耿晗放

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43；

摘要：发源于雪域高原之上的“老西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西藏现代化的伟

大历程中所凝结的宝贵精神财富。从解放西藏到建设西藏，无数个解放军战士、党员干部扎根西藏，同藏族人民

一起，在世界屋脊之上开创一项又一项的伟大成就，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

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老西藏精神”所蕴含的价值内涵，对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着引

导青少年正确价值观、引领社会精神文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知行合一”、“与时俱进”的原则，不断引导广

大受教育者弘扬并传承“老西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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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历经百年风雨仍然具有强大生

命力和战斗力的伟大政党，在团结带领中华人民进行百

年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当中，深深扎根于中

华大地，不断形成了一系列不畏牺牲、敢于斗争、开天

辟地的伟大精神，这些精神汇聚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老西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

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大力弘扬

“老西藏精神”，强调“老西藏精神”的实践意义和思

想价值。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当前阶段我们要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样一个新的

历史节点上，我们需要传承并弘扬“老西藏精神”，用

“老西藏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以强大的精神动力

指引我们踏上新征程。

1“老西藏精神”的形成背景

近代西藏贫穷落后，1888 年、1904 年英军两次入

侵西藏，雪域高原的大门被侵略者的炮火打开。
[1]
长期

以来“三大领主”占据着西藏地区的全部土地和生产资

料，“政教合一”封建政权制度使得西藏地区仍处于极

度封建的黑暗制度之下。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剥夺

了百万农奴的人身自由。
[2]
此时解决“西藏问题”，解

放藏族人民迫在眉睫。解放军第十八军的官兵们翻过雪

山，踏过冰河，穿越沼泽，充分展示出进藏部队誓把红

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勇气和决心。以毛泽东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注重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藏族宗教、民族等实际问题相结合，注

重将解决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
[3]
经过不懈的努

力，1951 年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军第十八军进驻西藏，

西藏地区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4]
和平解放西藏

使得广大藏族人民翻身做主人，拉开了建设西藏的序幕。

西藏地区海拔高，氧气稀薄，交通闭塞，环境恶劣。

第十八军作为第一支进藏部队，充分尊重藏族传统和宗

教信仰，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不住民房，不进喇嘛

寺，着力消除民族隔阂。以“一面进军、一面建设”为

指导方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生命开山修路、

开荒生产，为今后建设雪域高原开辟了道路，许多战士

因此牺牲在了雪域高原之上。在驻藏部队的不懈努力下

成功修建了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开

创了在世界屋脊修筑现代公路的举世壮举。
[5]
多年来无

数党员干部扎根西藏，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祖国边疆的建

设工作中去。援藏党员干部孔繁森同志以“青山处处埋

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决心入藏。为探寻发展西藏

的道路，解决藏族群众的问题，饮雪解渴、风餐露宿，

始终把藏族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他的足迹踏遍了整个

雪域高原。
[6]
孔繁森还收养藏族孤儿，随身携带医药箱

为群众看病治病，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时刻将藏族群

众们当做自己的家人一样。
[7]
建设新西藏的中国铁路人

们克服来自自然和技术层面的重重阻力，修建起了一条

连通雪域高原的“天路”——青藏铁路。
[8]

解放军战士和广大援藏、建藏人员们焚膏继晷、艰

苦卓绝，充分发挥了迎难而上，敢为人先的开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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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自身的智慧和汗水挥洒在青藏高原之上，以一腔

热血为建设西藏的事业而战，如此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

在一代又一代的援藏戍边队伍中薪火相传。他们的故事

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佳话，为西藏的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

一篇。

1990 年江泽民同志在考察西藏时初步概括了“老西

藏精神”的内涵
[9]
，此后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

确立了“老西藏精神”的内涵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这二十

五个字。“老西藏精神”的内涵是无数驻藏官兵、援藏

人员们，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团

结奋进的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西藏的建设事业在“老

西藏精神”的引领下取得了无数的辉煌成就。七十多年

过去了，如今的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封建

腐朽、贫穷落后的“老西藏”一去不复返了。观今宜鉴

古，无古不成今，“老西藏精神”不仅仅是过去宝贵的

历史财富，还是未来强大的精神指引。将“老西藏精神”

的价值内涵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对于新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将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 新时代“老西藏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及启示

党和国家向来重视对广大群众以及党员干部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要服务于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先

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

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被破除，就会

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会议中强调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党的

精神谱系，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

要任务。“老西藏精神””是党的精神谱系中必不可缺

的一部分，发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在改革开放时

期得以进一步的升华，对于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其思想内涵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2.1 树立青少年正确价值观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社会网络信息技术磅礴发

展，各种信息交互十分庞大复杂。青少年喜爱新鲜事物，

由“九零后”、“零零后”组成的青少年群体是现今网

络活动的主力军。然而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缺乏明辨

是非的能力，所获得的信息鱼龙混杂，容易受到网络不

良信息和错误价值观的影响。“躺平”、“摆烂”、“非

理性消费”等网络流行语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传播，其

所传递的消极态度活跃于社会当中，
[11]
如此以往，久而

久之就容易导致广大青少年群体价值观受其影响，产生

负面情绪进而偏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同时，电子信息时

代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的极大进步，另一方面也使

得许多青少年过度依赖电子设备，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

丧失在现实社会中生存的部分能力。
[12]
“百年大计，教

育为本”，我国向来重视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坚持引领广大青少年自觉接受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着力培育四有青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广大青少年树立和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实践在价值观教育过程中的

突出作用。
[13]
青少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将来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和接班人，在本世纪中叶

将起到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正所谓“青年强，则国强”，

要做好青少年精神思想的引领工作，把握好青少年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协调，为国育才，为党育人使广大青

年自觉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大任。

“老西藏精神”肇始于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了其中

所蕴含的奉献、团结、斗争、坚强的精神内涵，这些内

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老西藏精神”

背后的故事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其所弘扬的价值观对于

纠正当前青少年群体所存在的不良思想，具有明确的指

向性，因而“老西藏精神”对于当代青年的思想政治教

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其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可

以教育广大青少年摆脱坐享其成、沉迷网络、半途而废、

自私自利等错误理念。继承“老西藏精神”的核心内涵，

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民族意识，维护民族团结，爱党爱

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旗帜，充分发扬肯吃苦、敢斗争、爱团结、能奉献的精

神品质，丰富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以小我成就大我，心

怀远大理想，励志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栋梁

之才。当前世界给予广大青少年无比宽阔的舞台，要把

握好机遇，施展自身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新

时代“老西藏精神”的传承者。

2.2 引领社会精神文化建设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在带给人生活便利的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5 期

JZK publishing 智慧教育

220

同时，也带给许多不良因素“可乘之机”。一些不正之

风很容易利用网络媒体在人民群众中间快速传播，产生

群体极化现象，对社会风气和舆论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当前，诸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历史虚无

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不正

之风频频出现，这些错误的思想对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带

来了不良的影响。
[14]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

要重视创建物质文明，还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

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一环，要确保在新闻

媒体宣传、文学文艺创作、数字网络管理等精神文化领

域，所进行的全部工作和活动，都能在党的领导下，以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方向和原则，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风清

气正的精神家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服务于当前社会

发展阶段的需要，着力开展“三全”教育，培养具有较

高思想道德素质水平的新时代“四有”新人，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同社会的全面进步相辅相成，推动我国精神文

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实践性，“老西藏精神”正是在

祖国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提炼产生的思想精华，它从实践

中产生，并且具有能够去指导新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天

路奇迹的“青藏铁路精神”正是在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上

对“老西藏精神”内涵的传承与发展，是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相辅相成、一脉相承的体现。在今天新的历史节点

上，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世界格

局正在产生，要继续弘扬和发展“老西藏精神”的精神

内核。首先，要继承“老西藏精神”中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的精神。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御

奢靡享受之风，同社会不良风气作斗争，要明白美好的

生活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干出来的，敢于迎接并挑战困难。

面对贸易战争、技术封锁等外部环境的打压，以及科技

研发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困难阻力，要发扬前辈们的革命精神，敢吃苦、能忍耐，

绝不轻言放弃，坚持奋斗。其次要弘扬“老西藏精神”

中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团结的精神，增强集体意识，发

扬奉献精神，积极维护民族团结，
[15]
增强爱国意识，充

分将个人的发展同祖国、民族的发展联系起来，提高公

民的社会责任感，自觉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当中，担当

起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用“老西藏精神”所蕴含

的内涵引导人、涵育人，进而在新的实践当中开辟新的

成果，升华“老西藏精神”的内涵，汲取“老西藏精神”

所蕴含的奋发向上的强大精神力量。

2.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如果说“牺牲”、“奉献”、“奋斗”是贯穿党的

精神谱系的精神共性的话，那么弘扬民族团结、中华民

族一家亲则是“老西藏精神”所具有的精神个性。民族

问题是我国所面临的一项长期问题，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不同民族之间存在地域、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差

异，民族分裂势力时而出现，因而民族问题在当今时代

仍然不可忽视。
[16]
我党向来重视民族问题，结合中国国

情开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民族学说。建国以来我国大力建设少数民族偏远地区，

开展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少数民

族优惠政策，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保护各民族传统文

化，着力建立新型民族关系。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中国历史上无数璀璨的文明瑰宝都是不同民族的

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唐代文成公主入藏等许许多多藏汉人民

相互交融的历史实例，都证明了西藏地区是中华大地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铸牢民族共同

体意识是党在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当前阶段要努力

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维护西藏地区的社会稳

定，着力进一步发展建设西藏，实现西藏地区的现代化。
[17]

“老西藏精神”发源于西藏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鲜

明的民族特性。将“老西藏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

程中，能够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对于铸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18]
“老西藏精神”是广大解放军官兵、援藏人员们同藏

族群众团结奋斗，共同建设新西藏的过程中产生的。尽

管西藏地区环境恶劣，但为了建设西藏，帮助藏族人民

过上好日子，援藏大部队义无反顾、不畏艰辛，同藏族

群众血肉相连，最终建设出了如今繁荣、和谐、美丽的

新西藏。
[19]
今天的西藏开通了铁路，建起了楼房，摘掉

了贫困的帽子，用事实证明了只有在党的领导和中华民

族大家庭团结互助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西藏地区的繁荣

昌盛。历史和现实逻辑都充分证明了西藏是中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新时代的

号角已经吹响，中华民族的崛起脚步势不可挡，只要中

华儿女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实现民族复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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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理想而奋斗，终将以团结一心的面貌和昂扬奋进的

斗志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 新时代弘扬传承“老西藏精神”的实现路径

面对新时代新阶段新要求，弘扬“老西藏精神”价

值取向，需要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和时代特征展开。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继承并弘扬“老西藏精神”，“老

西藏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一，其知名

度在谱系中相比于其他精神略低，需要进一步宣传弘扬，

让更多的人了解“老西藏精神”，将“老西藏精神”融

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让青少年群体和广大社会群

众学习发扬“老西藏精神”。

3.1 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思想引领

理论根植于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指导实践，

正确的思想理论对于物质实践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要

想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路线进行，就

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思想理论原则。“老西藏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一，是建设西藏实践中产生的精

神文化宝藏。新时代弘扬“老西藏精神”，要坚持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在新的实践过程中传

承“老西藏精神”的价值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建设西藏的重要性，要正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坚持“长期建藏”、“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

略思想，着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老西藏精神”

所体现的民族团结精神，对于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

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影响。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老西藏精神”

的精神内核，弘扬其价值理念，不断开拓创新，为实现

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

3.2 坚持“知行合一”

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理性认识与实践活动的相统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到

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

党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工作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培养广大青少年“知行合一”的能力，思想政治教育

的目的就是实现受教育者对于教育内容的内化于心与

外化于行。教育者通过言传与身教的方式将“老西藏精

神”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当中，遵循人的思想品

德形成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与

育人功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与

文化价值。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以孔繁

森为代表的榜样示范作用，使得广大受教育群体自觉的

接受“老西藏精神”的价值观念，践行“老西藏精神”

的精神要义，在社会实践中达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从

而实现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水平与社会要求

相统一，不断为国家和社会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

动力。

3.3 坚持“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应当遵循与时

俱进的基本原则。当前阶段要想进一步传承“老西藏精

神”，就要立足新的时代特征，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状况。

进入信息化网络媒体时代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形式发生

了许多新的变化，互联网虚拟世界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虚拟环境同现实环境一样是思想政

治教育的环体，因此将正确的价值理念贯穿于网络环境

之中显得至关重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充分发挥思想

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发展价值，通过大数据技术把握人

们的喜好特点，利用自媒体、网络社交平台大力宣传“老

西藏精神”，将以“老西藏精神”为主题的相关内容传

播于网络之中，借助网络手段等较为新颖的方式吸引不

同群体的受教育者能够认识“老西藏精神”。结合新媒

体、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手段，创新教育方式，帮助受

教育者更好地接受教育内容。例如拍摄“老西藏精神”

相关的微电影、网络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开设主

题教育基地，组织相关红色旅游活动，推出系列文创产

品等。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结合时代特点，创新对“老

西藏精神”价值内涵的弘扬教育方式，促使广大群众自

觉将“老西藏精神”的思想内涵运用于新时代实现民族

复兴的实践当中，从而进一步发展出新时代的“老西藏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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