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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ing Forward the “Lei Feng Spirit” in the New Era —— 
Taking Shenyang, China as an example 
Na Tong 
Liaoning Provinci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Shenyang, Liaoning, 110122, China 

Abstract
Taking Shenyang,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Lei Feng Spirit” in the new 
era,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i Feng Spirit” propaganda 
and practice in Shenyang, and from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Lei Feng Spirit”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Shenya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conducive to enrich the social ideological and moral system, to promote the emergence of more “Lei Feng” in the new 
era in Shenyang, and put forward the urgent requirements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Lei Feng Spi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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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意义——以中国沈阳为例　
佟娜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中国·辽宁 沈阳 110122　

摘　要

论文以中国沈阳为例，首先分析了弘扬“雷锋精神”的新时代意义，然后根据“雷锋精神”在沈阳宣传与践行的现状分析，
提出相应建议和意见，并从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是沈阳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充实社会思想道德体系、推动更多
新时期的“雷锋”在沈阳大地涌现等方面提出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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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

是永恒的。它是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结

合。”[1]“雷锋精神”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的道德

元素，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随着“一带一路”全球化经

济社会飞速发展，传统思想道德体系受到多元化社会思潮的

冲击，威胁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永恒的“雷锋精神”伴随

着祖国和人民不断成长。

2 沈阳弘扬“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深入

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重要讲话，回答了向雷锋“学什么”“怎

么学”等重要问题，为新时代深化学雷锋活动提供了思想武

器和行动指南 [2]。当前，沈阳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迫切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加强传承和弘扬“雷锋

精神”，对于高校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民

众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凝聚社会智慧和力量，全力

推进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1 为沈阳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精神支撑

2017 年《中共沈阳市委关于开展“弘扬雷锋精神共建幸

福沈阳”行动的指导意见》[3] 中提出，将“雷锋精神”作为

沈阳的城市精神。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辽宁 2000

余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疫情防控一线，其中 800 余人来自沈

阳，这是沈阳“雷锋精神”的体现。通过加强传承和弘扬“雷

锋精神”，能加强沈阳精神内涵建设、引领振兴发展的行为

【基金项目】2020 年度沈阳市社会科学立项课题“关于

沈阳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SYSK2020-21-05）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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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实现对沈阳振兴发展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引领，为沈阳

引领东北振兴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驱动。

2.2 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加强“雷锋精神”建设，使之不断涵养沈阳民族文化特

质，提升精神文明水平。通过开展多种学习雷锋活动，深入

各行各业，凝聚沈阳振兴发展的精神力量，激发潜在动力，

推进经济发展，提升营商环境。对于社会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道德现象等，用“雷锋精神”补位信息时代社会治理的新要求，

构建社会治理的新途径。用精神道德力量化解社会治理中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提高市委市政府科学制定决

策的实效性。

2.3 展现沈阳在国际国内的城市正能量

进一步加强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中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助人为乐、知恩图报的精神实质，发掘艰苦朴素、爱

憎分明、崇文尚武的民族特质，有助于传承沈阳振兴发展中

的文化追求，树立沈阳城市振兴发展的鲜明形象。聚焦国际

和中国关注的问题，用实际行动贡献沈阳城市力量，既有老

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硬实力，又展示以“雷锋精神”作为城

市精神的软实力，以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建构社会责任感，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

3 “雷锋精神”在沈阳宣传与践行的现状分析

3.1 “雷锋精神”在沈阳宣传与践行调研受访群体基
本情况

通过对高校、企事业单位、社会民众等了解和认同“雷

锋精神”、宣传和践行“雷锋精神”及发展趋势情况等进

行了访谈调研，以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沈阳工程学

院、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社会民众等为调查对象，共发

放调查问卷 600 份，回收有效的问卷共计 592 份，回收率

98.67%，受访者中 52％为男生，48％为女生。专科在读学生

占比 56％，本科在读学生占比 22％，企事业单位占比 15%，

社会民众 7%。汉族占 81%，满族占 12%，回族占 6%，其他占 1%。

就政治面貌而言，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共青团员、群

众的比例分别为 12％、86％、2％（如表 1 所示）。

3.2 “雷锋精神”在沈阳宣传与践行调研数据分析

3.2.1 受访者对“雷锋精神”的了解及认同情况调查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如图 1 所示），受访者中 85%

的人清晰“雷锋精神”的内涵，13% 的人对“雷锋精神”的

内涵了解并不全面，而 2%的人表示不清楚“雷锋精神”的内涵。

这表明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部分关于“雷锋精神”的信

息被纷繁复杂的其他时代信息所掩盖，变成了非主流的精神

名词，有相当一部分人们较难发现“雷锋精神”的实质，忽

略了“雷锋精神”与“革命精神”“红色文化”“社会主义

价值观”等概念的内在联系。因此，今后在宣传弘扬“雷锋

精神”上，应加大投入和力度，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剖析

“雷锋精神”的实质内涵，号召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提升“雷

锋精神”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力和作用效果。

清晰“雷锋精神”
的内涵, 85%

对“雷锋精神”
的内涵了解并不

全面, 13%

不清楚“雷锋精
神”的内涵, 2%

图 1 对“雷锋精神”的了解及认同情况调查

3.2.2 受访者对“雷锋精神”作用发挥情况调查

在调查中，可以看出受访群体多通过学校课堂、学校活

动和社区活动等方式了解“雷锋精神”，84% 的受访者看到

了“雷锋精神”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中起到的民族精神凝

聚作用。这表明，社会群众对“雷锋精神”的认知和理解多

停留在学生时代，集中在课堂教学与志愿服务。脱离校园环

境后，社区发挥宣传和弘扬“雷锋精神”的主要作用，下一

步可以考虑将居民住宅区作为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重

要阵地和切入口。同时，可以看出，在国家面对重大自然灾

害和公共卫生挑战时，有助于人们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

对“雷锋精神”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3.2.3 受访者对沈阳“雷锋精神”宣传践行情况调查

在沈阳宣传和践行“雷锋精神”的效果上，约 60% 的人

表 1 调查基本情况

性别 学历身份 民族 政治面貌

男 女 专科 本科 单位人员 社会民众 汉 满 回 其他 党员 团员 群众

52％ 48％ 56％ 22％ 15% 7% 81% 12% 6% 1% 12% 8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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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宣传的比较到位而且践行效果良好，约 30% 的人认为宣

传力度和践行效果均一般；89% 的受访者表示沈阳“雷锋精

神”发扬和传承的困境在于宣传机械化、活动形式不新颖，

11% 的受访者表示参加学习雷锋活动毫无意义、没有兴趣。

表明“雷锋精神”的宣传力度和践行成效还需进一步加强，

创新性的活动和宣传方式是影响传承质量的关键因素，可以

考虑培养专项人才，具体研究“雷锋精神”的内涵、发展过程、

新时代体现、宣传手段、活动组织和反馈成效等链条式节点

式工作内容，并负责具体操作及跟踪检验践行结果。

3.2.4 受访者对“雷锋精神”发展趋势预测调查

通过对调查数据分析，认为“雷锋精神”已经过时，不

符合商业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占 28%；认为新时代需要“雷锋

精神”的占 72%；88% 的受访者认为随着社会环境发展变化

及个人素质的不断提升，“雷锋精神”会得到弘扬与传承，

而 12% 的受访者则担忧“雷锋精神”会被时间遗忘，这说明

个别群体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存在偏差和误解。这就迫切

需要思政教学及教学思政的扭转和改变，引入将思想政治课

程内容与社会热点事件有机融合的机制，帮助学生解读时事

政治，正确引导学生看待社会存在的不良现象，避免学生刻

板于技术技能，或过于急功近利，而忽视传统文化的学习，

影响人生价值提升。

3.2.5 受访者对“雷锋精神”突破困境方法的调查

需要用物质刺激和与
名利挂钩等方式

7%

应加强基础教育
58%

应创新学习雷锋
活动方式

33%

其他
2%

图表标题

图 2 对“雷锋精神”突破困境方法的调查

通过图 2 可知，认为需要用物质刺激和与名利挂钩等方

式来激发“雷锋精神”宣传践行效果的占 7%，认为应加强基

础教育的占 58%，认为应创新学习雷锋活动方式的占 33%，

表明有部分群体认为，适当的给予物质奖励及荣誉分享可以

促进“雷锋精神”的弘扬与传承。但是在制定奖励对策时，

应充分论证物质奖励及荣誉分享的可行性和风险性，把握好

度是能否成功运用创新方式方法的关键。

4 沈阳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迫切要求

4.1 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是沈阳文化建设的内在
要求

沈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文明城市，“雷锋精

神”是在辽沈大地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是辽沈儿女的精神

命脉。随着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

建设“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传承

和弘扬“雷锋精神”是一项内涵要求高、实践需求紧迫的工作。

是沈阳全面深化改革和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精神支撑的需要，

是准确把握沈阳新时代内涵建设的内在要求。

4.2 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有利于完善社会思想道

德体系

通过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进而维护国家安全。结合

国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的重要决策部署、沈阳经济社

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完善和优化培养“雷锋精神”的顶层

设计，提高践行“雷锋精神”的效用，有助于利用强大的精

神支撑，引领沈阳实现东北振兴发展的中心城市，到 2030 年

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国际中心城市的目标 [4]。

4.3 推动新时期更多的“雷锋”在沈阳大地涌现出来

通过推动、完善和优化传承与弘扬“雷锋精神”的顶

层设计，不断创新践行“雷锋精神”过程中的体制机制，汇

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雷锋”，用“雷锋精神”丰实沈阳这

座古老城市的精神，让文明成为优化环境的智力支撑和精神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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