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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大学生弘扬核工业精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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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 0的核工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

合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 弘扬核工业精神,对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推动大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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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同志强调 /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

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纳入精神文

明建设全过程, 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

态。0 [1] 559- 560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弘扬和培育

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是当前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切入点。 /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

切、进取成就一切0的核工业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

合的产物, 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弘扬核工业精神,加强大学

生民族精神教育, 变民族精神 /抽象0为核工业精神 /具体0,

增强民族精神教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核工业精神及其科学内涵

核工业精神是在我国核事业发展过程中,广大核工业人

铸就的崇高精神。 1955年 1月 15日, 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半个世纪以

来, 核工业人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满怀为国争光的雄心壮

志, 自强不息,顽强拼搏, 团结协作,开拓创新, 建立了完整的

核工业体系, 取得了 /两弹一艇0和核电、核燃料、核应用技

术为代表的辉煌成就。伟大的事业铸就伟大的精神,伟大的

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 2004年 8月,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确立 /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

就一切0 为核工业精神。核工业精神是 /两弹一星0 精神在

核工业领域的发扬光大, 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饱含着爱国自

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严细认真、开拓创新、勇担责任的精

神。核工业精神的科学内涵至今尚无专家学者进行全面系

统的研究和阐述, 笔者认为核工业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

(一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核工业精神的基石, 也是核

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力量源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核心。发展核工业, 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 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党中央从全国抽调十余万科研人员和工程技

术人员,开展科技攻关和工程建设。核工业人为干好 /决定

国家前途命运的事情0, 在艰苦的条件下迸发出昂扬的爱国

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

联系在一起,扎根在茫茫的戈壁荒原, 扎根在人烟稀少的深

山峡谷, /忍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 0, 奉献了自己,

奉献了家庭, 也奉献了子孙。特别是那些才华横溢的科学

家,他们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 放弃个人奋斗

成名的机会,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 为了祖国的核事业隐姓

埋名,默默奉献。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闻名国际物理界

的实验物理科学家王淦昌 /以身许国0, 参加领导原子弹的

研制工作,他放弃原有优势科研项目, 服从国家安排研究基

础理论,在国际科技界销声匿迹达十七年; 人称 /娃娃博士0

的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仅九天就谢绝恩师和好友的盛情挽

留,毅然回到祖国, 献身核工业二十八年, 名字也在学术刊物

和对外联络中消失, 连妻子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由于长期

接触高剂量的放射物质, 邓稼先因癌症早逝, 弥留之际还反

复叮咛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下太远 0。这些科学家在科研

黄金时期献身核工业, 不能公开发表科研论文, 不能享有学

术成果,甚至不得不放弃与家人团聚、通信的基本权利。 /苟

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 0正是这种国家利益高于一

切的爱国情怀使核工业人抛弃一己私利,吃苦不叫苦, 受累

不埋怨,一心推动中国核工业的发展。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

是核工业精神的基石, 是核工业人开拓进取的不竭动力, 也

是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二 )艰苦奋斗, 独立自主, 依靠自已力量发展核工业,

是核工业精神的突出表现。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重要内容, 儒家思想也强调求道、求真。核工业是尖

端技术、战略产业,发达国家为抢占战略制高点,一方面加强

技术封锁, 另一方面不惜血本突破关键技术取得技术垄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外有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

军事讹诈, 内有统一、剿匪和恢复经济的巨大压力 , 1955年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 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发展核

工业既无充足的物质保障, 又无技术和人才支持, 客观条件

决定中国发展核工业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尽管中苏两

国政府就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签订了六个合作协定,由苏联

政府派核武器专家讲授 /压紧型 0原子弹的相关知识。但随

着中苏关系恶化, 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帮助中国发展原子

弹的协议, 撤回全部专家,带走所有重要图纸资料,中止中国

所需设备和材料供应。周恩来总理鼓励核工业人 /他不给,

我们自己动手。0正是这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依靠自己的

力量解决本国问题的精神促使核工业人没有技术自己钻研,

没有仪器设备自己制造。为了解决原子弹的理论数据问题,

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仅靠几架手摇计算机和古老的算盘进

行繁浩的理论运算, 光演算的稿纸就装满几十麻袋。核工业

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从铀矿普查、勘探开采到铀同

位素分离, 从核燃料元件制造到反应堆运转等完整的核工业

体系, 成功地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实现核武器小

型化, 并装备军队形成战略打击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 核工业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决定 /和平利用原子能0, 重

点发展核电。当我国宣布建设秦山核电站时,国外舆论普遍

认为中国建造核电站 /是一项困难的挑战0。但核工业人经

过 20多年的不懈努力,在核电自主化、国产化方面取得了重

大成就, 书写了 /成功起步0、/国产化重大跨越0和 /工程管

理与国际接轨0的中国核电建设三大光辉篇章。

(三 )严细认真, 开拓创新是核工业精神的显著特色。

核电站、核设施涉及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必须严细认真

精益求精, 保证核电站、核设施的绝对安全。在核工业发展

初期, 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 /严肃认真, 周到细致,稳妥可靠,

万无一失0和 /高度的政治思想性, 高度的科学计划性, 高度

的组织纪律性 0的要求 [ 2]。核工业人把严细认真精神融入

一切工作中, 不管是核武器的研制还是核电建设, 都做到了

/安全第一、质量第一0。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核工业人从科学规律出发, 敢于开拓创新。在设计我国

第一颗原子弹方案时, 国际上有 /枪法 0铀原子弹和 /内爆

法0钚原子弹两套方案, 前者只能用铀, 结构简单, 技术容易

掌握, 但爆炸效率低; 后者主要使用钚,技术先进, 爆炸效率

高, 消耗核材料少。核工业人立足我国当时尚未建立钚生产

反应堆的实际, 创造性摸索出 /内爆法 0铀弹方案, 震惊了世

界核科技界。秦山核电三期是中加合作项目,采用国际上成

熟的反应堆型, 但核工业人从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出发, 在

设计上进行 96项较大的设计变更和技术改造, 并第一次在

这种堆型采用 21项改革,秦山三期被外国人称为 /中国人成

功的故事。0 50多年的发展历程, 锤炼了核工业人严格细致、

一丝不苟、尊重科学、扎实认真的优良作风, 他们把严细认真

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贯穿到核工业生产的每一个

环节,确保核生产核设施和核电站安全万无一失。

二  弘扬核工业精神,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的现实意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培

育,并被民族大多成员认同接受的积极的进步的思想品德、

价值取向、文化传统和思想情感的统称。核工业精神饱含着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大学生作为高素质人才要全面发展,

必须人文与科学并重, 只有这样, 才能展翅高飞。加强大学

生核工业精神教育, 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民族精神

的培养,有利于大学生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

接班人。

(一 )有利于培养与社会主导价值一致的人生价值观。

价值取向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人生价值观是人们对于

人生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观点和态度 [ 3]。人生价值观对人

生有导向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 制约人生观

的其它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

化和和信息网络化,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向青少年灌输价值观

念和生活方式,以消弭他们的民族精神。目前大学生在人生

价值取舍上面临两难境地, 既渴求祖国振兴社会进步, 又难

以摆脱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的诱惑。他们对全球和人类整

体的关注胜过对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关注,国家观念、民族意

识有模糊和弱化趋势,人生价值观念商业化、功利化明显,价

值杠杆偏向实际利益与经济回报, 当个人得失与国家利益冲

突时,集体的一致性容易被分化 [ 4]。核工业人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人生的真正价值, /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0, 在

人生价值取向上,将个人价值与促进祖国富强和社会进步的

事业结合在一起,在承担责任,促进富强和实现人生价值之

间找到了结合点。弘扬核工业精神加强民族精神教育, 有利

于大学生思考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有利于他们培养正确

的人生价值观,将个人价值融入社会进步的大事业, 在社会

发展中 /有为0,在 /有为0中 /立位0。

(二 )有利于大学生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0。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积

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无论何时,都是成就事业必不可少的精

神力量。邓小平同志教导我们 /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

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 越要抓艰

苦创业。0 [ 5] 306目前在大学生中, 滋长着安于现状、贪图享

乐、不求上进、得过且过、崇尚空谈、吝于付出、好高骛远、希

望一夜暴富成名的情绪。尽管就业形势严峻, 但就业眼光依

旧盯在大公司大企业, 盯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 不愿到

急需人才的基层,不愿到艰苦行业, 更不愿到老少边穷艰苦

地区建功立业。 /艰苦奋斗, 事业必成; 贪图享受, 自毁前

程。0 [ 1] 197大学生这种思想情绪与大学生 /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0的身份定位不相称,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巨建

设任务不相称。核工业人靠艰苦奋斗使中国成为 /有重要影

响的大国0, 富强了国家成就了人生实现了价值, 弘扬核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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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加强民族精神教育, 有利于大学生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实际, 做好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

(三 )有利于大学生培养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民族要

发展离不开自强不息。中国虽已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大国, 但

科技成果专利技术实施率仅为 10% , 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

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长期为 10% - 15% , 远远低于发达

国家 60% - 80%的水平。要从 /制造大国0发展到 /创造大

国0,必须大力弘扬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现在大学生热衷

于 /生财之道0/成名之术0,偏爱市场需求大的专业和学科,

有时为早出成绩快出成绩出大成绩 ,不惜投机取巧, 弄虚作

假, 这种短视行为如不及时纠正, 势必窒息大学生创新观念。

/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伪。0核工业作为高精技

术产业, 不创新就不能生存, 不创新就难以发展。弘扬核工

业精神加强科学精神教育, 有利于激发大学生按科学规律办

事, 实事求是、探索求知, 使求实创新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

为。

三  弘扬核工业精神 ,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培养的基本途径

民族精神不是自发形成的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一项

长期艰巨的任务, 必须以核工业精神为切入点加强民族精神

的理论教育, 拓宽民族精神培养的实践环节。

(一 )将核工业精神融入历史和马克思主义教育, 提高

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加深大学生对民族精

神的理解和把握。 /历史是永恒的建设性道德遗产。0 [6]

/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0在经济全球

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影响下,西方强势文化改变着大

学生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 很容易诱使大学生放弃原有的

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残酷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弘扬和保护优

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竞争能力。中国核工业史是一部活生

生的民族自强史, 以核工业精神为切入点,通过学习核工业

发展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成就,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

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让大学生了解中国历

史, 提高民族认同,自觉接受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坚定大学

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努力承担民族复兴的伟大

使命, 在大学生中形成 /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

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

誉为最大耻辱0的文化导向 [ 5] 3。

核工业人是核工业成就和核工业精神的创造者,弘扬核

工业精神关键要剖析核工业创业者的人生价值核心,引导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以人生价值

观为衔接点, 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大学生马克思主义

理论修养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为大学生投身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打下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 )将核工业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营造和谐人文

校园环境, 发挥校园文化建设在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中的核

心作用。校园文化具有引导价值观念、传承文化成果、规范

行为方式、引领教育娱乐作用。要充分利用课堂、校报、广

播、宣传橱窗、网络等载体, 大力宣传核工业精神, 充分挖掘

核工业精神的人文价值, 宣传核工业人的先进事迹和感人故

事,推介典型人物, 将大学生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内化为社

会责任,内化为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 倡导积极健康的人生

观、价值观, 使他们置身于一个朝气蓬勃、积极上进、和谐美

好的校园环境中,于无形中汲取先进精神营养, 从而使大学

生的视角不再停留在猎奇中, 引导他们关注人生, 关注国家

和社会,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在校园文化建设中, 要顺应

时代发展,充分发展网络在核工业精神宣传和民族精神弘扬

培育中的作用,通过高品位的宣传使大学生了解核工业、热

爱核工业,充分体会核工业精神的实质, 做一个坚定的爱国

者。

(三 )将核工业精神融入大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培

养,夯实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基础。人文精神是人存在意

义和价值的最高展现, 它诱导人以真善美为旨趣, 在自由创

造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渐逼近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人文文化

背景愈宽厚,人的融会贯通能力愈强,创新能力愈强, 科学技

术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引下,才能向着人类最美好发展的方

向前进。爱因斯坦指出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

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 但是不能成为一个

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强烈的

感情,那是最基本的, 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恶鲜明

的辨别力。0 [ 7]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王淦昌等 /两弹元

勋0家学渊源, 有坚实的人文底蕴。其爱国主义精神、奉献精

神、科学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无一不是人文精神的延伸。弘

扬核工业精神,挖掘核工业精神蕴涵的丰富人文价值, 加强

大学生人文精神教育, 有利于增强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懂

得维护和关切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 塑造全面发展的理想

人格。

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是核工业精神的重要特色。科学

精神是指在一切工作中遵循科学规律, 采用科学方法, 不因

循守旧,不惟命是从,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它是彻底的唯

物主义精神。客观求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 知行统一是

其精髓,怀疑精神、求知精神、创新精神、团队精神、民主作风

是科学精神的外在表现。弘扬核工业精神, 加强大学生科学

精神教育,鼓励大学生不惟书、不惟师、不惟上,只惟实, 引导

他们大胆创新,学会怀疑, 学会创造, 追求科学真理, 把眼光

从世俗世界转向科学的星空。

(四 )将核工业精神融入网络等公众传媒, 唱响时代主

旋律,发挥公众传媒在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中的舆论导向作

用。社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 网络时代的到来给大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互联网正取代

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成为大学生获取和传播信息的

首要渠道,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和强势文化的 /魅

力0, 大肆制造和传播隐含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

主义0等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信息, 长期接触这

些信息会导致大学生弱化民族意识淡化民族精神, 达到西方

敌对势力 /西化0和 /分化0大学生的目的。 /以正确的舆论

引导人0是社会主义公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将核工业精神融

入网络等公众传媒,挖掘核工业精神丰富的素材和精彩的故

事,加强高品位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唱响时代主旋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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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结合大学生的特点,加强公众传媒文化的引导和管理, 创

造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公众传媒文化,使公众传媒成为弘扬和

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新阵地。

(五 )将核工业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 充分发挥社

会实践在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中的强化作用。教育与实践

结合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弘扬核工业精神,加强大学生

民族精神教育, 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实践的作用, 利用核工业

丰富的教育资源, 组织大学生参观核工业基地、核工业纪念

馆, 鼓励大学生面向核工业开展社会实践,引导大学生了解

核工业的历史和现状,了解核工业的发展方向, 领会核工业

精神的实质, 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同时自

觉将个人发展与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 切实培养大学生的奋斗精神和实际才干,提高

能力素质, 提升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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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lection on Carrying Forward Nuclear Industry Spirit

for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

L IU L i- hong, LIU Yun- q ing

(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Nuc lear industry spirit, that is undertak ing is super ior to every th ing, responsibility ism o re im portant than any thing,

initiative can m ake any th ing successfu,l carefulness m ix in eve ry th ing, is the m ix ture of national spir it and era spir it. In the back-

g round o f econom ic g loba l iza tion, po litica l mu ltipo lar ization and culture plura lism, it. s sign ifican t to carry fo rw ard nuclear industry

spir it and streng then the national sp irit education fo r co llege student.

K ey words:  national sp irit,  nuclear industry sp irit,  streng then,  re 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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