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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提到了一艘船，“经风雨，历险滩，奋

勇向前开”。这艘船，就是“南湖红船”，一百年前，正是这艘小船，摆渡了暮霭

沉沉的中国。

1921 年 7 月 30 日晚，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从上海石库门转移到这

艘游船上，讨论并通过了大会纲领性文件，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一天，

船上或穿长衫、或穿西装的青年人们，在摇橹声中，庄严轻呼出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微澜既起，大浪将成，这艘承载着信念和梦想

的红船从这里起航，劈波斩浪，驶过了百年时光。

今天，红船已然成为中国大地上最鲜明的时代印记。早在 2005 年 6月 21 日，

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实践活动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即：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这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2017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

往上海和浙江嘉兴，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时，再次阐述“红船精

神”，指出：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现在，“红船精神”也融

入到共产党人的血脉之中，成为追求信仰的力量源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

人坚守初心，不懈奋斗。

在新时代的共产党员中，我们看到了不少“红船精神”的践行者，正是他们



的勇于创新、潜心奉献以及无私为民，让我们感受到这一精神的现实价值，也让

我们有更多的信心和动力去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党的建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首先，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燃灯者”邹碧华的故事，他所

践行的正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1967 年 1 月出生的邹碧华，曾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为

了成为一名好法官，邹碧华在法律业务上持之以恒地学习钻研，他撰写的《要件

审判九步法》在法律界曾引起轰动，连续多年成为法律出版社的畅销书。很多一

线法官评价此书“逻辑清晰、思路严密，审判时按图索骥，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

还有人戏称，要件审判九步法是“法庭上的独孤九剑”。

人们称邹碧华是博士院长，他在上海高院主持制定了上海法院信息化建设三

年规划，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用信息化力推司

法公开。其中，有 6 项应用属于全国法院首创。

然而，在接连的疲劳作战之下，邹碧华积劳成疾。2014 年 12 月 10 日，邹碧

华突发心脏病，生命定格在了 47 岁。在历史给予的重大改革机遇面前，邹碧华

追求改革理想，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将改革“一点一点向前拱”，用

他 47年充分燃烧的一生，写下了改革者的执着和信仰。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对待科学很“任性”的黄大年同志的事迹，他所践

行的是“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1992 年，34 岁的黄大年被选送至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通过努力学

习，黄大年成为了世界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的引领者。本可以留在英国享受优

厚的待遇，但青年时期就立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黄大年，毅然决然放

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在他的感召下，人工智能专家王献昌、汽车工程



专家马芳武、智慧海洋专家崔军红等一大批在海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纷纷回

国效力。

踏上祖国的土地后，黄大年带领科研团队突破了国外高精度探测装备技术封

锁，用 5 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 20 多年走过的路程，研制出了我国自己的高水

平仪器，推动中国真正进入“深地时代”。

在学生们心中，黄大年从来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术权威”，而是一个“严

师慈父的长辈”、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他倾尽心血为国育才，主动担任本科

层次“李四光实验班”的班主任，言传身教、诲人不倦，叮嘱学生“出去了要回

来，出息了要报国”，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出得去、回得来”的优秀科技人才。

2016 年 12 月 8 日，黄大年因胆管癌住进了医院，可是就在病床上，他还仍

不忘和同事、学生讨论科研进展。在正式手术前夜的 12 点，他仍在忙碌着为学

生写推荐信。2017 年 1月 8日，黄大年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逝世，他把自己的

爱国之情，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一心中国梦，功德冠群英”。

想与大家分享的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位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的“樵夫”，

他是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所践行的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2011 年，廖俊波同志到政和工作时，这个福建省扶贫开发重点县被戏称“省

尾”。四年间，廖俊波这个“火车头”带着政和人民加速追赶，政和连续三年位

列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政和县石屯镇石圳村，从外人不愿踏足的“垃

圾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白茶小镇”，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游客超万

人次，村民不必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人均收入翻了几番，村里的老人们都说日

子好得“像是掉进了蜜罐”。

在政和，廖俊波亲手绘蓝图抓“施工”，一个省级工业园区崛地而起；他马

不停蹄地追着项目跑，为闽北山区产业发展打牢“地基”；他“能到现场就不在



会场”，以务实担当的作风创造了振奋人心的“俊波速度”。他为了 23 万老百姓

的幸福生活，立足于打基础、利长远，坚持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给后一任打基

础。从镇到县再到市，组织给廖俊波的平台越来越高、舞台越来越大，他心怀感

恩、不负信任，始终做一个热爱挑战的创业家、敢想敢干的改革家。

在他兼任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期间，他带领新区干部投入到“新区建设攻坚

战”之中，3 天跑了 4 个城市、会见了 6批客商，用 69天拿下了别的城市一年多

都没有拿下的项目，创造了“新区速度”，2016 年武夷新区固投增幅居南平市第

二。即便有着如此的政绩，廖俊波同志却始终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怀，他

务实地说：“我们要的不是数字，是人的笑脸，是未来很多年后人的幸福感……”

2017 年 3 月 18 日，在一个滂沱大雨的周六晚上，在前往武夷新区开会的路

上，廖俊波同志不幸发生车祸。这位自称“樵夫”的“砍柴人”，兢兢业业、不

知疲倦地一直忙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何为樵夫？“樵夫”是上山砍柴的人，也是历代无数诗文作品中塑造的精神

自在、意气风发的人。他们伐薪为火，为的是送去温暖；他们披荆斩棘，为的是

开拓新途。廖俊波的“樵夫”，是一个普通人、劳动者，也是一个有理想抱负、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人。

（歌词：“一艘红船，南湖里来，风里吹，雨里打，方向不曾改。虽说是路

途中，曾有困苦艰难，却总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

代变迁，精神永恒。在这艘小船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实践中探索出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靠着前进中的首创精神、挫折中的奋斗精神，过程中

的奉献精神，走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因此，在“十

四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的时间，我们仍要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凝聚磅礴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