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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蒙古马精神”，奋力“闯”出新天地

一、热点概况

2020 年 5月 22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了他

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

作了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内蒙古一年来的工作，希望内蒙古

的同志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蒙古马精神”就是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2014 年初，习

近平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参加牧民那达慕大会时，曾这样勉励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

蒙古马虽然没有国外名马那样的高大个头，但生命力强、耐力强、体魄健壮。我们干事创业

就要像蒙古马那样，有一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这是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蒙古马

精神”。“蒙古马精神”虽然诞生于内蒙古，但并不局限于内蒙古。全国上下都需要弘扬“蒙

古马精神”，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二、深度分析

（一）内涵

1.坚韧不拔。蒙古马与其他品种的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具有超强的耐力，特别擅长艰

苦跋涉。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蒙古马不畏寒暑、不惧艰险，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穿沙漠过

雪原，驰骋在广袤的蒙古高原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2.勇往直前。内蒙古民谚说：“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百岔的铁蹄马”。在边疆少数

民族发展史上，蒙古马常常担负着转牧场、踏坚冰、战疆场等重任，只要接受指令，就无所

畏惧、勇往直前，它的足迹可谓踏遍北方大草原的每一寸土地。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日常

劳作中，蒙古马都鲜明地体现了昂扬锐气、奔腾不息的突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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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忠于职守。马作为有灵性的动物，在蒙古民族的生活中历来有忠于主人、忠于职守的

美誉。从古至今，蒙古马虽然生性刚烈剽悍，但对主人和故乡却充满着无限的忠诚和眷恋，

甚至不惜以自我的牺牲来挽救主人的生命。

4.甘于奉献。作为边疆各族人民的亲密伙伴，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旅途多么遥远，

无论负担多么沉重，蒙古马都默默承受。战场上、旅途中、田间里、赛场上，我们都能看到

蒙古马付出的辛勤汗水。

（二）意义

1.弘扬“蒙古马精神”，对于凝聚民族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

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区经济社会取得了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

大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但也应该看到，还有欠发达地区在改革发展中还存在这

样那样的问题。弘扬“蒙古马精神”，将会有力地凝聚各族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激励和

鞭策各族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奋发图强，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跃上新台阶，使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获得新提升，推动各民族共同进步，从而始终保持边疆地区的发展和稳

定。

2.弘扬“蒙古马精神”，对于激发创造热情、提升创造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和实践

反复证明，要干出一番事业，没有敢闯敢试的精神，没有一股子自强不息的劲头，是不可能

成功的。无论是搞改革，还是搞建设，都要有强烈的开拓意识和探索精神，只要是看准了的，

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弘扬蒙古马锐意进取、一往无前的精神，有助于调动人们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增强发展的动力，使之更加自觉、更加

坚定地投身到自治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3.弘扬“蒙古马精神”，对于增强使命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有

的干部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淡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忘了

艰苦奋斗精神，甚至以权谋私，违法乱纪，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弘扬“蒙古马精神”，

不仅能够有力纠正当下一部分人“思想缺钙、精神萎靡、作风蜕变”的问题，更有助于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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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干部群众爱岗敬业、尽责思为的责任意识，增强脚踏实地、甘于奉献的公仆意识，增强

励精图治、勇于担当的奋进意识，激励各族干部群众投身到自治区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

4.弘扬“蒙古马精神”，对于增进思想共识、守好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精神家园是

一个民族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寄托和精神归属。失落精神家园的民族，民族之魂就

会像失去自然家园一样飘无定所、无所寄托，更谈不上形成内在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蒙古

马精神”，以深厚的积淀、丰富的内涵，既体现了各族人民共同铸造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

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作用。弘扬“蒙

古马精神”，对于传承和发展优秀民族文化，建设各族人民的美好精神家园，巩固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和激励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德、艰苦创业，共同守卫祖国边

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三）对策

1.进一步提炼和丰富“蒙古马精神”的内涵。一种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一个经过不断积累

和沉淀，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蒙古马精神”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内

蕴的精神形态，其形成和发展也必然会经历一个孕育、成长再到完善的历史进程。弘扬“蒙

古马精神”，我们既要充分汲取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从各族人民群众的现实实践中不

断汲取新的营养，进一步丰富它的内涵，形成更具时代特点的文化精神。一方面要立足于“蒙

古马精神”形成的独特历史文化积淀，梳理和挖掘“蒙古马精神”的文化基因，不断对“蒙

古马精神”形成新的概括；另一方面又要将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

中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使其更具时代特征和内在感染力。

2.不断扩大“蒙古马精神”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弘扬“蒙古马精神”，根本目的是用“蒙

古马精神”提振干群士气，引导和激励我区各族干部群众奋发有为、干事创业。要让“蒙古

马精神”发挥作用，就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蒙古马精神”，让更多的群众产生广泛的认同感。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蒙古马精神”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要将弘扬“蒙古马精神”融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媒体资源，广泛宣扬“蒙古马精神”的时代价值，使干

部群众全方位了解“蒙古马精神”的内涵所在，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养料和精神动力。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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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宣传形式，通过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对“蒙古马精神”

进行塑造和表现，为弘扬“蒙古马精神”、推动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

围。

3.努力将弘扬“蒙古马精神”融入我区改革发展的全过程。越是加快推进改革发展，越

是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要把弘扬“蒙古马精神”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以“蒙古

马精神”推进各个领域的工作，不断提升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跃上新台

阶；要把弘扬“蒙古马精神”贯穿于改革发展的各个环节，从细微处着手，在具体工作中体

现，从而焕发出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努力谱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三、参考范文

弘扬“蒙古马精神”，奋力“闯”出新天地

“蒙古马精神”是 2014 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提出的，即吃苦耐劳、一

往无前。它虽然诞生于内蒙古，但并不局限于内蒙古。无论治国理政还是干事创业，都离不

开“它。尤其在“面对艰巨繁重任务”的当下，更需弘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

神”。

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需要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

神”。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

秩序受到冲击。我们必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失时机推进复工复产。这就

要求我们继续发扬“蒙古马精神”，既要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又要迎难而上、克难攻坚，

推动复工复产提速扩面，最终夺取双胜利。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需要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目前，全

国还有小部分未摘帽的贫困县、未出列的贫困村和未全部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都是贫

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

更重、要求更高。但是，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全面小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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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起走！”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我们发扬“蒙古马

精神”，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一项工作，才能最终完成

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要吃苦耐劳、一往无

前的“蒙古马精神”。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指引和支

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有很多，“蒙古马精神”就是其中一个。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无论推动做好“六稳”工作，还是

落实“六保”任务，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应对重大挑战还是抵御重大风险，无论克服重

大阻力还是化解重大矛盾，都更需要“蒙古马精神”的激励。

“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百岔的铁蹄马。”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

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回望历史，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

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展望前路，仍需不畏

艰难困苦，坚定信念信心，充分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奋力“闯”出

一片新天地！

（来源：光明网-荔枝网评，有删改）

四、素材积累

1.老西藏精神

“老西藏精神”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

精神。

2013 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提到“老西藏精神”，希望西

藏各族干部群众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发愤图强，乘势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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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召开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谈了“老西藏精神”

的重要性，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发扬优良传统，不断为“老西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2.钉钉子精神

“钉钉子精神”的含义是干事业好比钉钉子。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

要一锤一锤接着敲，才能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

效。干事业也是如此。一个单位、一个地区面貌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沿着正

确的目标久久为功、持之以恒。

2013 年 2月，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钉钉子精神

进行了详细阐述：“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

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

2014 年两会期间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党的作风建设，强调要发

扬钉钉子精神。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

作风建设新成效。

2015 年两会期间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钉钉子精神”。要

持之以恒把民生工作抓好，发扬钉钉子精神，有坚持不懈的韧劲，推出的每件事都要一抓到

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多个场合、不同领域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谈扶贫，他提出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做好扶贫开发工作，

尤其要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

谈党建，他提出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

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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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作风，他提出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

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

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

祝各位小伙伴金榜题名，成功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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