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弹一星”精神是新时代新征程激励我们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论述，汲取团结奋进

的力量，坚定攻坚克难的决心，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对党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

鲜明的崇高情怀。我们要切实把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把对伟大祖国的热爱转化为敬业奉献的报国之志，做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参

与者、推动者、奉献者；把对人民的热爱转化为强烈的宗旨意识，树立和践行正

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传承弘扬攻坚克难奋发图强的宝贵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

感恩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同心同德推动青海发展。以实干实绩实效传承弘扬“两

弹一星”精神，把党的创新理论学深悟透，真正做到遇事看得清、扛得住、办得好。

传承弘扬团结协作勠力同心的高尚品质。把全省干部群众的力量和智慧

凝聚起来，汇聚起新青海建设的强大正能量；在开拓创新上取得更大突破，稳

步培育具有青海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协同发展上取得更多成效，

自觉把青海的发展置于全局的高度去思考。

以实干实效传承“两弹一星”精神
青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公保扎西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是“两弹一

星”精神的孕育地之一。“两弹一星”精神指引感召了一代又一代青海人，绘就出

一幅幅青海建设、改革、发展的新图景，激励鼓舞着全省各族儿女为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团结奋斗。

要以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两弹一星”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

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深刻理解“两弹一星”精神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用

以坚定信念、砥砺品格，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勇毅前行。

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体现。我们要挖掘青海丰厚红色资源，传承弘扬“两弹一

星”精神、“两路”精神等伟大精神，让“两弹一星”精神在青海世世代代传下去。

要根植精神沃土汇聚奋进力量。“两弹一星”精神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

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沃土，也是新时代创新发

展、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要不断从“两弹一星”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激发各族

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攻坚克难的创造性，凝聚起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强大

合力。

根植精神沃土积极进取
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大南

深入探讨“两弹一星”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对于凝聚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两 弹 一 星 ”研 制 成 功 是 新 中 国 建 设 成 就 的 重 要 象 征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人民创造的奇迹，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两弹一

星 ”精 神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精 神 谱 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宝 贵 精

神财富。

“两弹一星”精神内涵丰富、意蕴深邃。“两弹一星”精神倡导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激励着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团结奋斗。“两弹一星”精神倡导自力

更 生 、艰 苦 奋 斗 ，这 是 中 华 民 族 历 经 磨 难 而 自 强 不 息 的 优 秀 品 质 ，是 中 国

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两弹一星”精神倡导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是

现代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

分彰显。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必须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自立自信，坚持开拓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开拓创新再攀科技高峰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王全春

“两弹一星”的研制，吸引了许多满怀爱国热情的优秀科技人员加入进

来。投身这一宏大工程的人们，深知这项事业关系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是

能使国家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壮举，是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核讹诈，

壮我国威、壮我军威的神圣使命。

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这支特殊的队伍顽强拼搏、锐意创新，克服了各种

难以想象的困难，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终于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的同时，也缔造了“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

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两弹一星”精神是宝贵的精

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们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

方向，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让“两弹一星”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勇做科技创新排头兵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胡思得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凝聚起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必须坚定理想信念。要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坚定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弘扬“两弹

一星”精神，必须厚植爱国情怀。要讲好一代代科学家爱国奉献的故事，教育引导

广大青年立志奉献祖国、奉献人民。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要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教育引导广大青年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弘扬“两弹一

星”精神，必须坚持艰苦奋斗。要教育引导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光荣传统，用青春和汗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弘扬“两弹一星”

精神，必须勇于改革创新。要教育引导广大青年聚焦科技创新，勇攀科技高峰。

加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党委书记、馆长 吴向东

“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挺起了民族脊梁，铸就了共和国核盾牌，奠定我国的核

大国地位，孕育了“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传承创业时期的优良传统，又要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立足现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卓有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核工

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新时代核工业人胸怀“国之大者”，践行“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庄严承诺，传承优良传统再立新功，创造了重大工程的新业绩新

奇迹，用行动生动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展望未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久久为功。中核集团作为国家核科

技工业的主体，秉持“责任、安全、创新、协同”的企业价值观，传承弘扬“两弹一

星”精神，奋力践行新时代核工业精神，为核工业强国建设不懈奋斗，努力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传承优良传统再立新功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马文军

在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广大科技人员孕育形成了伟大的“两弹

一星”精神。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将继续大力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走好新时代强军报国路。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

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得

到全面贯彻落实。

积极主动担起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重任。新时代新征程，传

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必须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继

承发扬艰苦奋斗、大力协同等优良传统，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走好中国特色

自主创新道路。

努力打造忠诚履行使命、堪当时代重任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传承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必须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对党忠诚、作风严谨、潜心科研、

水平一流的高素质科技人才，让“两弹一星”事业薪火相传。

培养更多高素质科技人才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副书记 黄清华

伟大的精神来源于伟大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社

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于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成功爆炸了原子

弹，从成功爆炸原子弹到成功爆炸氢弹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其研制进展

震惊了世界。凝结于“两弹一星”研制实践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两弹一星”精神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传承和发扬光大，逐步铸

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培育了

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形成了追逐梦想、

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等新的精神，不断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宝库。

放眼未来，“两弹一星”精神仍然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精神动力之一。我

们相信，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将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协同攻坚，加快科

技创新，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攀科技高峰，为把我国早日建成科技强国而

不懈奋斗。

协同攻坚加快科技创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胡学举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 年 10 月我国第一

枚核导弹、1967 年 6 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1970 年 4 月，我国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里面有北大人的努力和贡献。1999 年中央授予

的 23 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 12 位北大校友。

“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党和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心和强大的

组织能力。为培养原子能事业人才，1955 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物理研究室，中央

抽调相关师资，从几所重点高校物理系三年级优秀本科生中选拔学生。到

1966 年，北大共为国家培养 2200 多名专业的核科学技术人才。

“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功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勇于自主创新的强大力量。

被誉为“氢弹之父”的北大毕业生于敏，创新提出了不同的氢弹设计方案，一举突

破核武器小型化的难关，将中国核武技术推向世界先进水平。

回望“两弹一星”研制历程，我们要铭记火热岁月，认真学习和实践“两弹一

星”精神，加强自主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

献力量。

自主创新推动解决难题
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 林齐模

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依托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红色资源优

势，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探索形成了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干

部人才教育培训特色发展模式。

“两弹一星”的成功充分展示了中国在重大科技领域的自立自强，体现了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学院多层面解读“两弹一星”研制的过程，多方位阐

释“两弹一星”精神的价值，教育引导干部人才从“两弹一星”精神中感悟深刻

内涵，汲取智慧和力量。

“两弹一星”研制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缩影，是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载体，是教育培训的生动历史教材。学院

挖掘“两弹一星”事业蕴含的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深化干部人才教

育培训，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院认真落实党中央

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相关要求，以“两弹一星”精神凝聚干部

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攻坚克难的创造性。

从“两弹一星”精神中汲取力量
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毛玉金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作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一大批优

秀科学家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毅然投身到研制原子弹的事业中，孕育出“热爱

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70 多年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一直是核工业人的精神本色。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为我国核工业的创建和发展、“两弹一艇”攻关、核科

学技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我国只

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这是世界核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两弹一星”精神的感召下，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始终坚持聚焦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努力夯实核科技自立自强根基，牵头完成了多项重大战略任

务，取得了一批核心技术成果，培养了一批核科学技术人才。新时代担当新

使命，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将始终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强自主创

新，加快推动发展，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核科技自

立自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党委副书记 徐荣松

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

于此，这里被称为“中国原子城”。

近年来，海北州以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牵引，全力开展第一个核武器

研制基地旧址保护利用和“中国原子城”红色文化品牌打造工作。认真履行保护

责任，先后完成原二二一基地 16 个文物点修缮项目、建设 25 个西海镇红色风貌配

套项目，打造以原子城纪念馆为重点的展览展示集群。原子城纪念馆开馆以来，

接待游客 420 万人次。与此同时，海北州先后访问 2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

者和 13 位院士，200 余名基地创建者、创业者、守卫者及其家属等，征集实物 1000
余件，制作专题片 10余部，编辑出版史料文集 20余本。

依托红色资源和本地特色资源，海北州打造出“红色研学+绿色生态+民族

团结+国防教育”的研学路线。2023 年以来，累计承办省内外各类培训班 800 余

期，培训学员 9.3 万余人次，开展青少年红色研学 200 余期，2 万人次参与。今后，

我们将持续推进基地旧址保护，打造红色研学教育品牌，让“两弹一星”精神激励

更多人。

倾力打造红色文化品牌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孙绣宗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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