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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的回信 

（2017 年 8 月 15 日） 

背景：2017 年 4 月和 7 月，教育部依托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平台，组织开展了“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实践活

动，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厦门

大学等高校的“互联网＋”大赛参赛项目团队分两批赴延安开展

参加了实践活动，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对接革命老区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助力精准扶贫脱贫。 

活动中，大学生们在延安革命圣地追寻革命前辈伟大而艰

辛的历史足迹，在学习延安精神的同时，行走在田间地头，学

以致用为帮扶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出谋划策，用实践体会“青年红

色筑梦之旅”。 

实践活动结束后，全体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他

们的收获和体会。表示要像习近平青年时代那样，立下为祖国、

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和志向，把自己创新创业梦融入伟大中

国梦，以青春和理想谱写信仰和奋斗之歌。 

2017 年 8 月 15 日，全体队员收到了来自习近平总书记的回

信。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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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的同学们： 

来信收悉。得知全国 150 万大学生参加本届大赛，其中上

百支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参加了走进延安、服务革命老区的“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既取得

了积极成效，又受到了思想洗礼，我感到十分高兴。 

延安是革命圣地，你们奔赴延安，追寻革命前辈伟大而艰

辛的历史足迹，学习延安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意志品质，

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体现了当代中国青年奋发

有为的精神风貌。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有为人才

为之奋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祖国的青年一

代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

不断的青春力量。希望你们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

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在亿万

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伟大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用青春

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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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延安大学               

建校 80周年作出的重要批示 

（2017 年 9 月 22 日） 

值此延安大学建校 80 周年之际，谨向全体师生致以热烈祝

贺。长期以来，延安大学秉承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育人理念，

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为民族解放、革命胜利和老区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望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弘扬延安精神，勇于

改革创新，把这所具有光荣历史的大学办得更有特色、更有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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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西藏民族大学建校 60周年的贺信 

  （2018 年 10 月 15 日） 

值此西藏民族大学建校 60 周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并以

我个人的名义，向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 

西藏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办

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为党和人民、为西藏各项事业发展培

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西藏民族大学 60 年来取

得的成绩，是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西藏各族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生动体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你们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

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

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

觉维护民族团结，全面推进学校各项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

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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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通大学                  

15位老教授来信作出重要指示 

（2017 年 12 月 11 日） 

1956 年，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从上海迁

往西安。61 年来，西安交通大学坚持“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

界一流”的定位和目标，为国家特别是西部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

人才，创造了许多重大科技成果，并形成了以“胸怀大局、无私

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为主要内容的西迁精神。 

11 月 30 日，西安交通大学 15 位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和弘扬奉献报国精神的建

议。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

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祝大家健康长寿、

晚年幸福。也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

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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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精神永放光芒 

（2018 年 1 月 9 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西安交通大学 15 位老教授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信，汇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和弘扬奉献报国精

神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对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

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祝

大家健康长寿、晚年幸福。也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

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西安交大西

迁的老教授们，指出：“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广大人民

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

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62 年前的 1956 年夏天，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党和国家号

召，6000 多人手持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字样的粉

色车证，乘专列从上海迁往西安。至 1957 年，全校大部分专业

及师生迁至西安。没有中断任何教学，没有迟滞一届招生，交

通大学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也在党和国家的精心安排下，创

造了中国高教史上的奇迹。 

从黄浦江畔的十里洋场，到黄土地上的寂寥古城，从东南

自古繁华、已经扎根半个多世纪的上海，举校迁往三千里之外、



7 

之前没有任何姻缘的西安，这期间，在物质上和心理上要经历

多大程度的落差，也许只有亲历者才能知道。但是只要党和国

家一声令下，许多老教师义无反顾地卖掉了上海的房产，携妻

负子来到西安，有的老教师身患糖尿病，一边打着胰岛素一边

身先士卒搞实验。教授带头西迁，学子踊跃随行，在田野四围

的简陋校舍中迅速开展教学和科研，扎根黄土地艰苦奋斗。这

种无私的大局观，前所未有，后亦罕见。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是祖国螺丝钉，

哪里需要哪里拧”，先大家后小家，把国家的需要，当成自己

的责任，当成年轻人的责任，当成知识青年的责任，交大师生

的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任何时代都足以光芒四

射，令人热血沸腾。也正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交大人

塑造出了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为

主要内容的西迁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几乎以一己之

力，撬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

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又在后续的岁月里，引领和带动整个

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 

由于西高东低的地理特点和特殊历史背景，向西行进，在

中国从古至今就带有一种开拓和决绝的意味。古有张骞凿空、

玄奘西行，今有人民解放军进新疆、西部大开发，而交通大学

的西迁精神承前启后、卓然而立。它与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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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共

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脊梁中光

芒万丈的一段。 

精神立则人格立，精神强则国家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艰

巨而漫长的工程，西部能不能兴旺繁荣，决定了中国梦实现的

速度和高度。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之下，西安交大、

陕西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都将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使命与责任。

而西迁精神，必将鼓舞更多有开拓和奉献精神的国人，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沿着前辈们爱国和奋斗的足迹，一步一个

脚印，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开创足以慰藉家与国的伟大事业

和幸福生活。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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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歌向西 

——西安交通大学传承与发展西迁精神纪实 

（2018 年 01 月 10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又提到我们西迁老教授了，

特别是他说的„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

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等话语，我们体会尤其深刻。”近几天，85 岁的西安交大卢烈英

教授把总书记的新年贺词细细读了好几遍。 

此前，2017 年 11 月，卢烈英等西安交大 15 位老教授给习

近平总书记写信，在信中道出师生们的心声：“听党指挥跟党走，

几代交大人砥砺奋斗的精神内涵，就是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

同向同行。”2017年 12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教授来信作

出重要指示，向当年西安交大西迁老同志们表示敬意和祝福，

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

献智慧和力量。 

备受鼓舞的西安交大师生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守初心，传

承和弘扬西迁精神，接力历史新使命，写好扎根西部、服务国

家新篇章。 

“背上行囊，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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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一所新的交通大学在西安东郊一

片麦田中拔地而起。“当时国家一声号召，我们觉得这就是应该

去做的事情，就背上行囊，满腔热血一头扎进来了，一扎就是

一辈子。”史维祥教授说。 

“60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吸引我的，是一种为

国家建设而拼搏的火热生活，是开拓、创造、创新所带来的快

乐。”直到今天，83 岁的潘季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老一辈交

大人满怀憧憬和希望，在西去的列车上唱着歌儿兴高采烈的场

景。 

时光回溯到 1956 年，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交通大学师生员

工怀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壮志豪情，从黄浦江畔的大

上海奔赴古都西安，斗志昂扬地投身祖国西部建设，成为西部

开发的先行者。 

他们中有著名的教育家、教授，也有讲师、助教、管理职

员、技术员，还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甚

至包括酱菜厂、煤球厂的工人。 

“交大有一句口号，„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

面对祖国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召唤，很多人主动放弃上海优渥的

生活，克服困难，登上西行列车。他们表现出来的对事业、理

想的热爱，以及胸怀大局的家国情怀，至今令人感动。”胡奈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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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翻开他珍藏的那本厚厚的相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述

说着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 

彭康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1953 年 7 月到交

通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西迁后任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

为了支援西北建设，他亲自踏勘校址，组织迁校、建校，为西

安交大建设和发展奋斗了 15 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时年 66 岁的沈云扉在当时西迁的交大人中年龄最大。得知

迁校消息后，他当即表示，交大在哪儿他就在哪儿，再三婉拒

校领导的照顾，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随校西迁。沈伯参夫人

张秀钰不但自己加入西迁行列，还把娘家私宅无偿提供给学校

做驻沪办事处。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当时年已花甲，妻子瘫痪在床。周恩

来总理说他年纪大了，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还是安顿好妻子，

孤身一人来到西安，在一片空地上建起电机实验室。钟兆琳老

先生一生矢志建设大西北，经常对学生说，不把西北开发建设

起来，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繁荣昌盛。在 80 岁高龄时，他仍不辞

辛苦前往新疆和甘肃等地考察。去世前不久，他还对开发大西

北提出建议，临终时要求将骨灰安放在西安，安放在他钟爱的

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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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燮是我国著名热工专家。迁校时他卖掉上海的房产，

和夫人一起来到西安，为建设和发展西安交大呕心沥血，临终

前把自己一生积蓄捐给学校做奖学金。 

…… 

到 1956 年 9 月，到达新校园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已有 6000

多人，后续人员还在不断抵达。到西安后，教师们顾不上休息，

一下火车就忙着筹备开学。9 月下旬，新学期在西安正式开始，

一切井井有条。 

“这就是交大人的品质，没有因迁校而延迟一天开学，没有

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

实验，堪称那个年代的一个奇迹。”陈听宽教授自豪地说。 

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精神，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一所新

的交通大学在西安东郊一片麦田中拔地而起，建设速度之快、

建筑质量之高令人惊叹。到 1958 年暑期，交通大学全校 70%以

上的教师、80%以上的学生来到西安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

大部分仪器设备及全部历史档案相继运抵西安。1957 年至 1959

年，交通大学先是分设西安、上海两地，1959 年国务院批准将

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 

“当时国家一声号召，我们觉得这就是应该去做的事情，就

背上行囊，满腔热血一头扎进来了，一扎就是一辈子。”史维祥

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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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年从上海迁来的教职员工中，健在的还剩下 300

余人，许多人都已长眠于这块黄土地。他们说：“亏不亏，要看

用什么尺子量。我们在大西北为祖国贡献了一所著名大学，这

是我们最大的荣耀！”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西迁 61 年来，西安交大累计培养毕业生 25 万余人，其中

40％以上在西部工作，成为各领域的中坚力量；培养出的 33 位

院士中，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 

“我已经在西安交大工作 61 年了，回顾迁校的那一段经历，

还是热血沸腾。那时候大家都有一种精神，一种为了国家的富

强不顾一切去奋斗的精神。”西迁教师、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谢

友柏回忆说。 

当时西安的条件十分艰苦：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

灵，用水非常紧张。许多教师在上海的家中已经用上了管道煤

气，在西安他们却要动手将土和煤搅在一起打煤球，蔬菜水果

很少也很贵。一些日用品如牙膏粉、灯泡等，有时还要从上海

买来。建校初期，野兔在校园草丛中乱跑，半夜甚至能听到狼

嚎。冬天教室仅靠一个小炉子取暖，洗脸水得到工地上去端。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精神饱满，干劲十足。 

没有活动场所，学校从南方请来能工巧匠，用毛竹搭建了

一个能容纳 5000 人的草棚。在这个四面透风、冬冷夏热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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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大礼堂”，师生们开大会、听报告、看电影、演节目，度过了

一段难忘的欢乐时光。 

没有实验室，谢友柏教授和同事找到一本苏联中央工艺研

究院的小册子，按照上面的图自己动手设计。当时国家实验室

论证怎样建设长江三峡水电站，那么大的机组，最大的挑战是

推力轴承。“这正好是我们的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前进的

方向”，他们立刻参与研究，通宵达旦奋战在实验室，实在困得

不行了就把木板铺在地上躺一会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忘我

工作，这个研究小组发展成为在流体润滑理论、轴承技术和转

子—轴承系统动力学领域国内外知名的研究所。 

繁重的迁校、建校任务下，西安交大始终没有放松对学生

的培养、对青年教师的提高、对科研的孜孜以求。校长彭康开

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讲座，坚持每周一次理论课。陈大

燮教授勉励青年教师钻研教学方法，要把课讲得像“说书”一样吸

引学生。教师们认真研讨教育教学改革，实验人员千方百计建

设、拓展校内外实习实验基地，交通大学“起点高、基础厚、要

求严、重实践”的办学传统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坚持和弘扬。 

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天粗粮野菜、缺油少糖，许

多教职工都病倒了，他们依然坚持教学、坚持基本建设、坚持

为兴办新专业而边干边学，一门心思要把课上好、把实验室建

好、把学生培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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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很重视本科教学，迁校时期给本科生上课的都是有名

的老教授。教务长陈大燮既是西安部分的教务长也是上海部分

的教务长，但首先要上好西安的课；张鸿副教务长上海、西安

来回跑，给学生主讲高等数学、指导青年教师；物理教研室的

陈楷老师不顾腿部残疾，坐着轮椅来支援大西北，不仅在西安

校内讲课，还千里迢迢去新疆讲课；西迁教授陈学俊院士在西

安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和第一个动力工程

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他们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汇成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西安交大流传，为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注

入强大精神动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西部高校资金短缺，发展动力不

足，在出国热和下海潮的冲击下，一些高校出现教师队伍青黄

不接的窘况，西安交大也难以幸免。最困难时传热学方向只有 3

名教师，是时任系主任的陶文铨教授带领大家一步一个脚印走

出困境。 

陶文铨是交大西迁后的第二批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几十年的耳濡目染，他说自己是受西迁精神影响最深的一代交

大人。“我一定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教好书育好人，支持西

部建设。”困境中，他悉心培养学生，手把手传帮带，帮助青年

教师快速成长，建成了热流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陶

文铨先后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党和人民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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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好老师”。如今，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一直是西安交大的“王

牌”学院，许多学科名列全国第一。 

“学校送我出去深造，我就要兑现承诺回来效力。”1995年，

结束在美国博士后工作的管晓宏选择回国。他较早在国内开展

网络安全问题研究，创业初期缺人少钱没地方，他找了间废弃

十几年的老房子做实验室，30 平方米的空间“塞”进去了不下 25

名师生，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就是从这间小屋起步，管晓宏带

领团队一路走来，建成了拥有 500 平方米的智能网络与网络安

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网络信息安全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 

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西安交大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就，始终位居国家重点建

设高校之列。西迁 61 年来，西安交大累计培养毕业生 25 万余

人，其中 40％以上在西部工作，成为各领域的中坚力量；培养

出的 33 位院士中，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交通大学这棵在上海

生长了 60 年的大树，顺利扎根大西北，果硕花红，实现了周恩

来总理当年“支援西北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殷切期望。 

新时代向西再出发 

更让他们兴奋的是，这是一趟通往“春天”的地铁，未来将有

一条线路从校门口一路向西，通往西安交大新的创业基地——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面向第三个甲子的创业号角已经吹响，

进入新时代的西安交大正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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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一代的使命是救国，这一代是建国，下一代是强国，

但都离不开爱国奉献的情怀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宣讲“西迁精

神”是胡奈赛教授这几年最乐意做的事，随身携带的小本上密密

麻麻都是西迁的新记录。 

虽然已是 84 岁的高龄，胡奈赛教授依然精神矍铄，站台上

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不喝水不打磕绊，兴起时甚至“手舞足蹈”。

10 多年前她就自学课件制作，结合学校现实发展给师生讲述交

大西迁的历史，讲述那些渐行渐远却愈讲愈深的西迁故事，深

受青年师生欢迎。她说，希望能尽己所能给物质丰裕的当代青

年提供必需的精神食粮，让“西迁精神”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 

1 月 4 日，首届“西迁精神传扬奖”颁奖典礼在西安交大航天

学院举行。该奖由校友出资捐赠的沈文钧教育发展基金设立，

以此纪念沈文钧等西迁教授为学校及学院发展作出的巨大贡

献，激励更多优秀学生积极投身国家重大需求领域和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干事创业。 

如今，历久弥新的“西迁精神”是西安交大最珍视的精神财

富，“爱国”“奋斗”成了一代又一代西安交大人口中的高频词，并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有为青年投身西部、报效国家。 

每年暑期，西安交大都有数十支社会实践团队活跃在全国

各地。自 2002 年开始研究生支教团项目以来，学校共派出 136



18 

名优秀毕业生分赴内蒙古、西藏、云南、陕西贫困地区支教。

每年学校都有一大批毕业生自愿到祖国西部建功立业。 

“西迁是一座精神丰碑，西迁精神于我便是最大的感

召。”2016年，喻丰离开清华大学可以看得见的坦途，赴西安交

大任教，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心理学教授。明知从零开始建设一

门学科是一场可想而知的艰苦创业，但他想在西部大地上和新

一代交大人一起躬身实践“西迁精神”，将个人事业发展融入党和

国家发展大局，书写自己的出彩人生。 

电信学院李辰教授在国外从事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文本

挖掘研究工作多年，研发的多个文本挖掘模型和算法在领域公

认的数据集上测试，性能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想干些实事”的李辰回国来到熟悉的西安交大任教。虽然租

住的房子还没有他在美国时的院子大，但他毫不在意，他看重

的是西安交大百年名校的文化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短

短几个月后，他带领的团队就在有剑桥大学、墨尔本大学、麻

省理工学院等国际顶级研究机构参与的数据挖掘大赛中获得佳

绩。 

2017 年 9 月，西安交大入选国家一流大学 A 类建设名单，

8 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成为西部地区首屈一指的科教

高地。2017 年，学校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7 项，

居全国高校第二；“煤炭超临界水气化制氢发电多联产技术”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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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获批国家西部能源研

究院等 4 个国家级重点科研基地；立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培育项目 2 项，居全国高校第一。 

“当年咸宁路还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整条道上只有一路

公共汽车，如果遇到牛车，只能等它让到路边才能通过。”万百

五教授印象最深的是迁校初期学校大门口的那条土路，这些年

他们亲历了西安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安地铁开通后，万百五教

授和几位 80 多岁的老同事专门去体验了一次，虽然曾在国内外

很多城市坐过地铁，但能在家门口坐上地铁，大家都非常高兴。 

更让他们兴奋的是，这是一趟通往“春天”的地铁，未来将有

一条线路从校门口一路向西，通往西安交大新的创业基地——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该项目是教育部与陕西省合作共建、西

安交大与西咸新区联建的国家级项目，用地规模 5000 余亩，总

建筑面积 360 万平方米。依托陕西省产业优势与西安交大多学

科的人才优势，整合科研、教育、转孵化、综合配套四大功能，

打造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国际科技前沿的核心技术研

发和转型高地，会聚高端人才和培养领军人才的教育科研基地。 

“未来，这里将聚集至少 2 万名研究生和留学生，3 万名来

自全球不同国家的青年学者和高端人才，成为中国西部名副其

实的人才科研高地。”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自信地描绘着美好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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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学校决心通过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建设，引领中国西部乃

至“一带一路”的创新发展。 

与此同时，站在“一带一路”向西的起点，西安交大发起成立

的“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吸引了来自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 多

所高校参与，共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高校和学术机构间

在教育、科技、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打造“丝绸之路学

术带”。 

面向第三个甲子的创业号角已经吹响，进入新时代的西安

交大正蓄势待发。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既是代代交大人艰苦创业的写照，

也是对今日西安交大人奋斗拼搏的激励。我们将牢记使命、攻

坚克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国家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张迈曾说。 

  （来源：中国教育报）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8-01/10/content_492802.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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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西迁精神”的现实意义 

（2018 年 01 月 27 日） 

连日来，媒体纷纷报道了西安交大师生发扬胸怀大局、无

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为祖国的教育事业

立下不朽功勋的事迹。习近平总书记给西安交大老教授来信作

出重要指示，不仅使西安交大师生倍受鼓舞，也在全国引发强

烈反响。今天，“西迁精神”依然激励着我们所有人，学习“西迁

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响应祖国号召，服从国家大局。交通大学西迁是国家调整

高等教育战略布局的重大举措。62 年前交大师生响应国家号召，

把个人得失放在国家利益之后，把个人选择融于国家需要之中，

甘愿舍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迁往大西北。“西迁不仅体

现了交大人„工业救国‟的使命担当，也彰显了交大师生爱国爱

校、顾全大局，明大理、识大体，一心为国、不计得失的家国

情怀。”站在新时代回看当年交大人的选择，正体现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为了事业拼搏，吃苦耐劳忘我。当年大西北生活条件与上

海有天壤之别，交大师生们毅然选择奔赴大西北。没有教材，

自己编写；没有实验室，土法上马；吃野菜、喝苞谷糊糊，战

胜浮肿病，废寝忘食，一心一意搞科研、兴教育。正是这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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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让扎根在三秦大地上的西安交大成为祖国西部的科技高地，

累计培养大学生 23.6 万余名，投身西部的建设者达 10 万人，取

得被誉为全国高校“五朵金花”的重大成果。大量学术成果应用于

生产实际，大批人才在西部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生力军

作用。 

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无上荣光。西安交大史维祥等 15 位西

迁老教授在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后，将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对

教育事业的热情、对奉献报国的思考写信呈寄习近平总书记，

他们“退而不休”，希望多培养点“强国”的“好苗子”，决心发扬“西

迁精神”，将个人的奋斗步伐深深刻印在国家发展历程之中，建

功立业，再创荣光。这些老教授是我国教育界、科技界的功臣，

他们有功不居功，虽已到了耄耋之年，但为国奋斗终生的热情

与斗志丝毫未减。他们以实际行动告诫后人，圆梦中国的接力

棒须接续传递。 

胸有爱国情怀，干有强国之力。“西迁精神”是在党的关怀和

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不忘初心的生动体现。西安交大为

国家、民族而生，也将永远把党和国家的发展作为奋斗目标，

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作出交大贡献。如今，西安交大以其厚

重的治学精神、坚实的创新步伐、丰硕的科研成果、优秀的师

资力量和无数的建设栋梁告诉人们，“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要

圆伟大的中国梦，更需要实际行动与实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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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学习“西迁精神”，就是要学习交大人关键时刻为

国担当、为国奉献，把个人得失放在国家利益之后，把个人选

择融于国家需要之中，把对祖国的深情大爱、对时代的如火热

忱，落实到行动之中。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永远热爱我们的国

家；高扬集体主义旗帜，同心协力砥砺前行；高扬英雄主义旗

帜，拥有超越前人的勇气；高扬乐观主义旗帜，跟着党走，去

迎接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来源：陕西日报） 

http://esb.sxdaily.com.cn/sxrb/20180127/html/page_04_content_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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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 

（2019 年 02 月 16 日） 

2 月 15 日是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发表 4 周年。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

察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以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

实的举措贯彻落实“五个扎实”要求，奋力谱写新时代陕西追

赶超越新篇章。 

省委书记胡和平主持学习。省委常委会组成人员逐一发言。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和省委、省政

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学习。 

会议指出，4 年前的 2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并

发表重要讲话，对陕西发展提出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的要

求，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工作的亲切关怀和对三秦

人民的关心厚爱，为新时代陕西发展标定了历史方位、指明了

前进方向。4 年来，全省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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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揽各项工作，推动陕西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全省综合实力、

人民生活、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干部群众创业劲头不断迸

发、创新创造热情更加高涨，这些成绩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强大的真理力量、思想力量、实践力量。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具体化，必须持续学、深入

学、下功夫学，以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

实的举措抓好贯彻落实，低调务实不张扬、埋头苦干，以新时

代追赶超越的新成效让党中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要持续

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的学习，更加自觉地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理想信念，

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汲取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沉

痛教训，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要切实担负起新时代追赶超越的政治责任，把追赶

超越作为陕西发展的鲜明主题，主动抢抓机遇，充分发挥优势，

加快补齐短板，着力解决全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我

省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会议强调，要扎实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开放，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

户经济、流动经济，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扎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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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为全省追赶

超越奠定坚实基础。要扎实加强文化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

一步繁荣文艺创作、壮大文化产业，不断增强文化自信。要扎

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加大基本民生投入力度，加快建

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扎

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大力

弘扬延安精神，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扎实推进“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专题教育和违规收送礼

金问题专项整治，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肃清赵

正永、魏民洲、冯新柱、钱引安等恶劣影响，巩固发展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胜利，为新时代追赶超越提供坚强保证。 

（来源：陕西日报） 

 

http://esb.sxdaily.com.cn/sxrb/20190216/html/index_content_00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