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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精神及其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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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建党初期，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工人运动，对中国革命进程起着重
要作用。本文以河北地区最著名的开滦工人运动为蓝本，深究在多重历史因素中共同孕育、战
斗中形成的开滦精神，并分析其随时代发展衍生出的爱国情操、抗争意志以及创新意识对现今
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创新及实践能力的价值。最终得出通过思政课程、校企结合等路径，可使
开滦精神融入大学生的血液，成为大学生精神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于丰富中国革命
精神理论的研究和为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提供一定的经验启示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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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
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
出来，要把优秀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
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开滦精神作为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作为中国红色基因的重要组
成部分，激励着开滦人奋勇抗争、勇往直前，也为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内
容，对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一、开滦精神的历史形成与基本内容

开滦精神形成于民主革命时期，在开滦工人
的苦难生活、阶级斗争理论的灌输以及工人的反
抗斗争中孕育，在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中形成，并
在民主革命后的各个时期都衍生出新的内容，伟
大的开滦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开滦人，始终是凝
聚人心、战胜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开滦精神的历史形成背景

１．开滦矿工艰苦的生存状况是开滦精神形成
的现实基础

鸦片战争后，开滦的雇佣劳动制也逐渐被打
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最终变成外国资本
家与本地封建把头相勾结的“包工制”，双重剥削
与压迫的雇佣制度是开滦工人艰难生活的根源。

在“工价低贱”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为降低成本，尽
可能采用手工采煤，利用棍棒、饥饿相结合的手段
加大工人劳动强度。封建把头不仅是资本家的
“帮凶”，还利用罚款、放高利贷等手段对工资微薄
的矿工再进行敲骨吸髓式盘剥，致使开滦矿工终
日劳累而依然不得温饱。正如开滦民歌《窑工苦》

中唱的那样：“下窑难呀下窑难，光流汗来不赚钱，

累死累活一个月，算盘一响又玩儿完。”这样艰难
的生活为开滦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１］。

２．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开滦精神形成的
理论来源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
大成果”［２］，而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阶
级斗争理论。马克思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
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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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
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
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３］。作为马克
思主义坚定信仰者的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初就坚
信“阶级争斗就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４］主张
“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５］。因而，

党先后建立了开滦工人图书馆、“大同社”以及开
滦五矿工人俱乐部等基地，通过基地向工人详尽
介绍十月革命的经过，宣传革命斗争理论，激发了
开滦矿工的阶级斗争意识，为开滦精神的形成提
供了理论来源。

３．建党初期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是开滦精神
形成的历史来源

建党前后的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着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这造就了他们强烈
的反抗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找到组织的中
国工人坚定不移地听从党的指挥开展罢工运动。
仅一年多的时间，罢工运动遍及全国，罢工的波涛
一浪高过一浪，且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此期
间，党通过报纸、期刊等方式将各地工人罢工的原
因、经过、取得的胜利等情况对开滦矿工进行实时
宣传。国内工人的激情、罢工取得的胜利极大地
影响和鼓舞了开滦矿工，也坚定了开滦工人跟从
共产党领导开展斗争的决心与信念，为开滦五矿
同盟大罢工的爆发以及开滦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历
史来源。

为打消开滦工人的反抗情绪，英帝国主义反
而加大了压迫力度，采用特务组织与反动武装相
结合的方式，对工人实行更严苛的监视和镇压，最
终不堪忍受苦难的开滦人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爆发了
震惊中外的罢工运动。这次罢工斗争极其激烈，
工人怒打帝国主义走狗、卧轨阻英兵，面对矿局的
武力镇压临危不惧、冒着枪弹冲锋，相继粉碎了资
本家利用神父、收买工贼等阴谋。尽管矿区处在
血雨腥风之中，开滦矿工仍坚定地宣告“除非把我
们全体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
者报仇，和他们决战”［６］。这次罢工不仅影响了全
国范围内的工商学界，还经参议院议员、众议院议
员相继介绍，“不日当正式提出在国会上讨论”［７］。

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
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
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８］

（二）开滦精神的基本内容

在民主革命时期凝结而成的开滦精神，深深
扎根于开滦人的血脉与灵魂。在开滦煤矿史中，
开滦人始终践行革命先辈留下的开滦精神，并随
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１．为国分忧、出力救急的爱国情操
爱国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

开滦煤矿史永恒的主题。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
代，爱国成为开滦矿工坚持武装斗争、冲锋陷阵的
不竭动力。正如抗日战争时期开滦最著名的民歌
《节振国真英勇》中唱的那样：“节振国真英勇，坚
持抗战打冲锋，杀的日寇心胆寒，游击战争显神
通，游击战争显神通。”［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爱
国是开滦人勇挑重担、排除干扰，保钢铁、保发电、
保大城市用煤，为国家“出了力、救了急、立了功”。
在新时代，爱国是开滦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全力
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

２．百折不挠、攻坚克难的抗争意志
百折不挠、攻坚克难的抗争意志是开滦人战

胜种种艰难困苦的内在缘由。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开滦人正是凭借百折不挠、攻坚克难的意志，
在动乱的文革期间，不负国家重托，实现了煤炭产
量“四五”翻番的目标，使全国工业提出“学大庆、
赶开滦”的口号。改革开放时期，开滦人凭借这种
意志，面对特大透水灾害等数次困厄与突变，一次
次攻克了难题，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百折不挠、
攻坚克难的抗争意志是开滦人薪火相传的意志，
正是凭借这种意志开滦工人在文革中坚守、在唐
山大地震的废墟中复兴，最终把一座满目疮痍的
旧矿山改造为中国特大型能源化工企业。

３．锐意进取、勇攀高峰的创新意识
锐意进取、勇攀高峰的创新意识是开滦集团

经久不衰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滦
矿工凭借锐意进取、勇攀高峰的创新意识，在一无
图纸、二无资料、加工设备不齐等情况下，成功研
制出我国第一台１５０米扬程煤水泵，解决了因缺
少大功率煤水泵，制约投产出煤的难题。锐意进
取、勇攀高峰的创新意识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开
滦人善于从实践中创新相关技术，如“矿车清洗器
（高频电动振动式）”、“１２００ＨＰ和４２５千瓦绞车
双机拖动”及“煤矿许用乳化炸药”与“深孔光面爆
破工艺研究”等科研成果［６］。尤其“十二五”期间，
开滦人凭借这种创新意识申请专利１０项，荣获省
部级奖励项目高达１１３项。时至今日，新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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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人再次凭借这种创新意识，立足自身的矿业
文化、技术、人才、资源等自身优势，前瞻性地把目
光投向了新兴朝阳产业———文化产业和房地产、
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产业。通过培育发展新兴
产业、打造中国式“鲁尔”的开滦集团，在２０１８年
中国５００强企业排行榜中位列１４８名，在中国煤
炭５０强企业排行榜中位列１４名。

二、开滦精神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价值体现

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其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极其重要。开滦精神形成于中国民主革命时
期，它是一种通过精神形态、信息形态、物质形态
表现出来的无形教育资源，是当前中国教育界不
可或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
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

（一）开滦精神蕴含的爱国情操对大学
生具有理想引导价值

开滦精神诞生于国家出现危机的现实中，它
承载着无数开滦工人对国家、对党的深沉热爱之
情。在追求全体人民幸福的道路上，数不胜数的
开滦煤矿工人挥洒着自己的汗水和热血，为民族
的崛起和国家的独立抛头颅洒热血，在艰辛的罢
工道路上树立了一座座精神丰碑，这份爱国、爱党
的情感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财富。放在现代社会来
讲，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主人翁意识，树立“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开滦精神中
为国分忧、出力救急的爱国情操与我国新时代特
征相结合，更能激励高校学生努力学习，发挥自身
的优势，用所学知识报效社会，为国家建设回馈自
己的一份力量。

（二）开滦精神蕴含的“特别能战斗”精
神能够激励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作为所有组织及个人得以生存的基
石，它代表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１７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
集体学习时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
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
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特别能战斗”就
是开滦煤矿工人精神上的“钙”。这种信念支撑着

开滦煤矿工人在突破了道德极限和身体极限的艰
苦条件下，在面对建国初期国家基础建设千疮百
孔、百废待兴的现实问题下，在面临新时代发展模
式短时间“质”变的高要求下，开滦工人不妥协、不
气馁，克服了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奇迹。这种理想信念不仅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
艰苦奋斗精神，同时能引导高校学生坚定拥护社
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信念，还能帮助大学生
树立自身的理想信念，从而在理想的道路上披荆
斩棘、勇往直前。

（三）开滦精神蕴含的锐意进取、勇攀
高峰的创新意识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创新实
践能力

２０１８年３月７日，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发展是第
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开滦
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是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沉淀、凝聚、发展而形成的，是得到全体人民普遍
认同的价值追求。开滦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课相结合便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提
升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使其内化于心。重
在内化于心，贵在外化于行，任何思想层面上的
“精华”，如若不落实到具体行动上，那只能是“纸
上谈兵”。开滦精神的创造意识不仅是单纯的企
业精神，也体现着中国煤矿工人的工匠精神，在对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这种精神，能提升高
校学生实践能力，激励高校学生务实行动。

三、开滦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路径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强调：“中华民族几千
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
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
力量。”新时代，应以优秀的开滦精神为内容对大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理想和信念，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一）发挥科研人员的作用，加强开滦
精神时代内涵的理论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到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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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井冈山等革命圣地考察，反复强调让红色精神
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开滦作为党早期领导工人
运动的主阵地之一，给我们留下最为宝贵的财富，
就是跨世纪的开滦精神。能历经三个世纪而不衰
的开滦集团，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新时代
时期均传承了“特别能战斗”精神，且在不同时期
的实践为“特别能战斗”精神衍生出诸多新的内
容：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情操，新时代时期的创新
意识等等。但当前学术界对开滦精神的研究仅局
限于史料的整理与精神的形成历程，关于开滦精
神时代内涵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因此，要重
视开滦精神时代内涵的研究。开滦精神的时代内
涵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诸多价值诉求，
蕴含了很多宝贵的精神元素，有助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中国精神的塑造是一项需
要不断吸收与容纳新的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精神
家园建设的长期工程，［９］通过学术研究、社会征集
关键词、网络献计等方式深入挖掘并研究出开滦
精神的时代内涵，将有助于中国精神的塑造与
充实。

（二）发挥课程思政作用，把开滦精神
融入相关课程之中

课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习近平强
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课程。”因而要将开滦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中，需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
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２０１８版教材第四章第三
节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充分肯定了党领导的
开滦五矿大罢工的历史意义以及工人阶级的地
位。但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大部分学生对
开滦工人运动史以及开滦精神不太了解。这就要
求教师在讲授课程时，要全面客观地讲述开滦煤
矿工人运动的缘由及发展进程。将开滦精神内涵
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历史长河中使学生真正
理解开滦精神的实质和内涵。与此同时，深化思
政课教学改革，实行思政课“中班授课、小班讨论”
互动式教学，同时“小班讨论”模式的课程可利用
本校研究生资源，必要时可将其作为本校马院研
究生的校内实践课程，这样既相对减轻高校思政
教师授课任务繁重的现状，又扎实了本校研究生
的理论基础。

除此之外，还应将开滦精神贯穿到专业课教
学当中，使各类课程都与思政课同向而行，形成协

同效应。值得一提的是，在实施过程中高校须立
足客观实际，结合区域文化以及本校特色探索出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如河
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在讲授《矿井地质》、
《矿山供电》等课程时，以开滦集团为依托，不仅实
现 “学校课堂现场化，企业实践教学课堂化”，还
使学生更加生动地了解和认识矿山中的开滦精
神，切实了解开滦精神蕴含的价值。

（三）加强校企结合，深化开滦精神
宣传

传播开滦精神的渠道不应仅局限于课堂教
学，还应延伸到课外及学生生活中，各高校可与开
滦集团建立校企合作，通过实地感知来增强大学
生的认同感。校企结合可分“三步”层层递进：首
先建立校企网络合作。根据 Ｑｕｅｓｔ　Ｍｏｂｉｌｅ发布
的《２０１８中国移动互联网春季报告》，移动互联网
总使用时长总体呈增长趋势，其中短视频行业以

５２１．８％的增速位居第一［１０］。抖音、火山小视频
等短视频领域已成为当下文化传播、思想交流的
重要场域，且大学生是短视频创作和发布的主力
军。基于此，开滦集团要积极利用短视频平台打
造官方品牌，将自身文化、历史、特色等以“音乐＋
视频＋社交”形式全方位、多方面地再现出来，与
已建立的微信、微博官方账号相互促进，同时与高
校官微、官方短视频等增强实时互动，切实提高开
滦精神在高校的活跃度和影响力；其次将其特有
的开滦博物馆、井下探秘作为校外实践基地。开
滦博物馆作为河北省第一座企业博物馆，陈列主
题鲜明，内容厚重。陈列的５个部分：“煤的史
话”、“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煤炭工业兴起”、“一座
煤矿托举起两座城市”、“他们特别能战斗”、“百年
基业长青”简明扼要地、生动再现了开滦煤矿的发
展史，讲述了民族工业命运多舛、跌宕起伏、永不
言败、奋勇抗争的历史与未来。井下探秘由位于
博物馆地下数十米的煤矿井下老巷道改造而成，
曲折蜿蜒，引人入胜，学生置身其中可真切地感受
到当时的开滦工人的工作环境，更易让大学生认
同开滦精神；最后开展校企宣讲活动。高校可邀
请开滦讲师、开滦劳模等到校园与学生讲开滦故
事，如艰苦的生存环境、参加抗美援朝、挺过唐山
大地震等，通过质朴的语言、翔实的史料既能深化
大学生对开滦精神的认识，又能促进认同。

利用开滦精神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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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任务。开滦精神强大的生
命力和感染力，将在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实践中逐
渐成为影响深、范围广、效果好的一种精神教育。
将开滦精神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助于
培养高校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其创新能力

及实践能力，有助于在理想信念层面团结、凝聚学
生。因此，应充分重视开滦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
价值，通过网络、实践等方式使开滦精神深入大学
生心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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