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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森是从聊城这块丰硕大地上走出来的时代英雄，孔繁森精神是在聊城这块文化厚土上成长起来的

时代精神。上世纪 90年代，成立了山东省孔繁森精神研究会，先后在聊城、济南召开过三次孔繁森精神研

讨会，对孔繁森精神进行深入探索和梳理，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孔繁森精神既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在中国即将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深入探讨孔繁森精神的丰富内涵，重新认识孔繁森精神的时代价值，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孔繁森精神在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孔繁森虽然离开我们已经 26年，但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人民没有忘记他，历史铭记着他的丰功伟绩

和伟大精神。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时，党和国家授予他“改革先锋”的光荣称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时，党和国家授予他“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的光荣称号。党和国家对孔繁森的高度肯定说明，孔繁森

精神在新时代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时代意义。

（一）新时代仍然需要孔繁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郁达夫评价鲁迅先生的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

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

之邦。”①中华民族历来是产生英雄、爱戴英雄、崇仰英雄的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英雄辈出的

时代，是需要弘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产生的英雄模范精神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对英雄模范人物个体精神和群体精神进行总结和弘扬。他在浙江工作期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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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总结凝练了红船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精神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的制高点，对中华民族所铸造的新的精神形态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凝练和阐发。对于孔

繁森精神，习近平同志在不同时间也曾经作过不同角度的凝练和阐发。

2002 年 12月 31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孔繁森精神，首先体现的就

是老西藏精神……组织上要明察秋毫，让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不求功名、不事张扬的人能够被发现、被

承认。”①这里，习近平同志主要从如何识别干部、如何用好干部的角度，深刻指明了孔繁森精神的现实价

值。

2003 年 7月 17 日，习近平同志在《树立五种崇高情感》这篇文章中指出：培养和增强对人民群众的

深厚感情，要以党的先进人物为榜样，学习和树立五种崇高的情感。“一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情怀感……

二要学习雷锋同志的幸福感……三要学习孔繁森同志的境界感。他有一句名言：‘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

民。’四要学习郑培民同志的责任感……五要学习钱学森同志的光荣感……只有学习和树立这五种崇高的

情感，才能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切实解决好‘相信谁、依靠谁、

为了谁’的根本政治问题，努力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②这段话紧紧抓住了孔繁森精神热爱人民、甘当

公仆的本质，为我们今天深刻认识孔繁森精神的新时代价值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2004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同志在《执政意识和执政素质至关重要》一文中讲到：各级领导干部要

“像领导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英模人物那样，做一个亲民爱民的公仆，做一个忠诚正

直的党员，做一个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不变质的领导干部。”③这里，习近平同志主要从领导干部应

当具有的思想素质和能力素质的角度总结凝练了孔繁森精神。

2010 年 9月 1日，习近平同志已经到中央工作，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时要求：领导干部要“像

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王瑛、沈浩等众多优秀干部，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焕发出积极进取、顽强

拼搏的奋斗精神，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牢固树立和忠诚实践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

事业观，言行一致地回答了什么是共产党员人生最高追求和最大价值这个根本问题。”④这里，习近平同志

已经回答了如何认识孔繁森精神的本质特征和时代价值的问题：孔繁森精神的本质，就是正确对待和使用

人民给与的权力。新时代之所以需要孔繁森精神，就是因为在领导干部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权力观上，

孔繁森精神彰显着深刻的时代价值，时代需要这样一种精神境界。

2018 年 6月 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山东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

范人物和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孔繁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中国千百年来都把修身做人、立身处世看得

非常重要。山东要用这些重要历史文化和革命文化资源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培养更多的好干部。”⑤

这段话是在山东讲的，是对山东如何传承和弘扬英雄模范精神的明确要求，对于深刻认识孔繁森精神的新

时代价值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修齐治平”的价值观，在孔繁森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这也是我们深刻认识和探讨孔繁森精神新时代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对孔繁森精神五次不同角度的肯定和褒扬，昭示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模范人物，任

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把英雄模范精神作为时代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更需要构

建引人向上、催人奋进的时代精神。

①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第 416 页。

②③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7 页，第 84 页。

④习近平：《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 权力观 事业观》，《学习时报》，2010 年 9 月 6 日。

⑤《孔繁森》，见中共聊城历史网，网址为：http://www.zglclsw.org.cn/25778.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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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繁森精神与新时代要求的契合点

孔繁森精神具有新时代价值，不是牵强附会的，而是孔繁森精神与新时代要求非常契合。作为改革开

放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精神与新时代新使命具有更加紧密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理解，用两句话来表达。

一方面，新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本质要求是领导干部需要树立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和价值情怀。习近

平同志多次讲过，理想信念是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前进方向，是成就伟业的精神支柱，一个人如果没有理

想信念，就是“缺钙”，就会患“软骨病”。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不是空的、虚的，而是体现在具体的人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权力观上。这“四观”集中到一点，就是领导干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和

价值情怀。

孔繁森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真正共产党员，是一个克己奉公的领导干部楷模。他的精神境界很高，

最本质的方面就是紧跟时代步伐，服从党和国家需要，实现自我价值升华，即适应时代要求，实现人生追

求和价值情怀的完美升华。新时代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正是在这个本质方

面说孔繁森精神具有深刻的时代性，是一个完美的时代典型。

另一方面，孔繁森精神契合了时代之需，回答了时代之问，是出色的时代答卷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时代新使命对每个领导干部都是一场严峻的“大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孔繁森如果能活到今天，那他就是一个在新时代考试中优秀的答卷人，人民会给他打满分。这就是孔繁森

精神的时代价值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更好地挖掘和弘扬孔繁森精神的新时代价值。孔繁森的

人生态度是什么？他是怎样在艰苦环境磨砺中实现自我价值升华的？孔繁森的人生经历和优秀品质对今天

领导干部的培养和成长有什么样的深刻启示？这几个方面都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对于孔繁森精神，虽

然过去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与宣传，但从其时代本质层面上说，研究得还很不够，还需要进一步从最本质层

面加以挖掘、梳理和宣传。

（三）孔繁森精神的形成和完善具有深刻的时代性

如果比较孔繁森和焦裕禄可以发现，两位都是伟大的时代楷模，都是领导干部的优秀榜样，他们有很

多相似和共同之处，但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

孔繁森精神是在改革开放大时代背景下形成、完善和升华的，焦裕禄精神则是在上世纪 60年代艰苦创

业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形成、完善和升华的。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注重对主

观世界进行自觉改造，都是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的自觉升华。但是具体的时代背景显然又有区别。孔繁森

精神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从他 1979 年首次进藏到 1994 年因公殉职，正是国家改革开放纵深发展

的时期。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孔繁森在阿里担任地委书记。毫无疑问，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对

孔繁森精神的形成有着巨大的激励和促进作用。研究孔繁森精神的时代价值，离不开改革开放这个大时代

背景和大时代要求。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是“船

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新时代，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发扬知难而进、知难而上的革命精神，

更需要弘扬为民服务、为民谋利的公仆情怀。这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领导干部的最本质要求，这也是深

刻认识、深入挖掘孔繁森精神新时代价值的时代背景。从孔繁森精神形成和完善过程来说，起码有四个要

素。这四个要素，需要用新时代的视角来加以认识和梳理。

1.传统文化的熏陶。孔繁森出生在聊城，成长在聊城，又在部队当过兵，显然在他的灵魂深处深受中

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的熏陶。这一点在他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在母亲面前他是一个孝子，在

妻子面前他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在儿女面前他是一个慈父，在人民面前他是一个把一生都贡献出来的公仆。

孔繁森拥有的优秀品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聊城是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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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有很多文化名人是聊城走出来的，有很多文化名人在聊城工作生活过，聊城很

多名胜古迹浓缩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厚的文化底蕴，无疑会对孔繁森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

需要从“修齐治平”的传统政治文化精髓、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传统政治文化品质上来思考、

理解和梳理孔繁森精神形成的厚重文化背景。

2.先进文化的培育。孔繁森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党的先进文化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他当过兵，从事

过党的宣传工作，担任过县市领导工作，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他成为时代楷模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这一点

值得深入挖掘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在孔繁森身上有具体而深刻的体现，他甘于奉献、勇于

吃苦，克己奉公、一心为民。这些优秀品格显然都在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革命文化和先进文

化的精髓。

3.艰苦环境的淬炼。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艰苦的环境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也可以淬

炼一个人的灵魂。当年的聊城还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地区，孔繁森当过县委副书记、林业局长，工作岗位都

是比较艰苦的。特别是在西藏工作期间，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原工作。这样一个艰苦环境，对人是一个严

峻的考验。老西藏精神有句话：“你能在西藏生存下来，那就受人崇敬。”孔繁森不仅在西藏生存了下来，

而且为阿里的发展东奔西跑、日夜忙碌。这种行为何等可贵！这种精神何等伟大！他始终服从党的安排，

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顾全大局的基本品格。艰苦环境给孔繁森带来的不仅是苦，而

且还苦中有乐，在艰苦环境中实现自我价值。艰苦的环境对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共产党员来说，既是一

种严峻的考验，更是一种自觉的磨练。这一点正是新时代新使命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本质要求。

4.自我修养的升华。孔繁森精神的形成和完善，归根到底是他严格要求自己，实现自我修养的结果。

一个人要成其大业，必须修炼自我。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就是由必然王国上升到了自由王国。任何一个

人的成长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你处在“必然王国”时，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党的纪律的约束，会有很

多痛苦和烦恼；当你从“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时，你就会感到人生的完美，价值的高尚。这也

就是马克思讲的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解放和人的自我发展。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①即“自由人联合体”，这是人的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始终贯

穿着人如何适应发展目标的需要，实现自我修养和自我人格的完善。在这方面，孔繁森做到了。在艰苦环

境中自觉磨砺自己，在党和国家需要中不断修炼自己，实现了自我人格的完善和自我修养的升华，从而成

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伟大的时代楷模。

二、新时代孔繁森精神的价值内涵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着眼新征程新使命对领导干部的新要求，可以对孔繁森精神的新时代价值

作出四个方面的概括。

（一）顾全大局、听党指挥的坚强党性

这是孔繁森精神最闪光的特质，也是和新时代要求最吻合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强新

时期领导干部的政治建设，将政治意识、政治能力建设放在第一位。政治是什么？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

政治就是顾全大局、听党指挥，政治就是坚强的党性原则。这一点在孔繁森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三次援

藏，他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只要党需要，他就义无反顾。他有充足的理由不去西藏工作，但他没有这样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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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次又一次在雪域高原留了下来。孔繁森曾经讲过，我对不起我的老母亲，对不起我的妻子，也对不

起儿女。这就是个人利益和党的需要的关系，怎么处理？在党的需要面前，在大局需要面前，他没有任何

怨言，坚定地服从大局，奔赴西藏、扎根西藏，为西藏发展工作、为西藏人民服务。三次进藏，每次都担

当重任，这一经历在领导干部中是少有的，这就是孔繁森坚强的党性原则，是孔繁森精神的新时代价值所

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种精神尤其需要倍加弘扬。

（二）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公仆情怀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人民的态度，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是好干部还是坏干部的

最根本标准，也是决定人们对党的干部是否崇敬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孔繁森精神的突出体现就是以满腔热

忱和厚重情怀热爱人民、服务人民。他有一句名言：“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这和习近平总书记讲

的“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完全一脉相承的。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到“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再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特有的根本立场和价

值追求。孔繁森精神就是彰显这一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的时代典型。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无我”这是爱人民的最高境界，孔繁森做到了，并且

转化为自觉的行动。他虽为高官，但生活拮据，为了收养地震中失去亲人的三个孤儿，自己悄悄到医院卖

血。这样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身上。这是什么精神？是心中无我、惟有人

民的精神，是爱民如山、为民似海的情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藏族同胞才把他看成“活

佛”。可以说，孔繁森时刻面临着亲人和人民之间的考验。临行西藏前，他跪在老母亲面前，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感到长期不在亲人身边，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妻子，对孩子也亏欠太多。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

西藏同胞，他又义无反顾，一次次远离亲人，奔赴雪域高原，把全部的爱奉献给西藏人民。人民就需要这

样的领导干部，衷心爱戴这样的好干部。他在西藏虽然只有短短十多年，但是人民永远记住了他。

（三）甘于吃苦、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

新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最突出要求就是要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孔繁森就是这样一个勇于担当的人，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优秀领导干部的代表。

他无论是在什么条件下，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做事，从不马虎、从不懈

怠。尤其担任阿里地委书记后，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依然为谋求阿里经济社会发展，为谋求阿里人民

脱贫致富道路殚精竭虑、奔波劳碌，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作为领导干部的楷模，甘于吃苦、勇于担当

是孔繁森精神的典型意义所在，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强大的心灵震撼力量。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一些领导干部以种种“理由”不担当、不作为，做老好人、当糊涂官，尸位素餐，当一天和尚撞一

天钟。今天的工作环境比当年孔繁森的工作环境要好多少倍，生活待遇也是当年孔繁森所难以企及的。对

照孔繁森精神，那些受党多年培养却又不想干事、不敢担当，得过且过、混时度日的干部，难道不觉得面

红耳赤、无地自容吗？

（四）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价值追求

领导干部既要有完美自身的人格修炼，又要有崇高的价值目标追求。这就是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做

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为人民用好权、掌好权，绝不谋求私利。许多教训表明，一个好干部和一

个腐败分子的界限，实际上就是一步之遥。你是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还是用手中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私利，

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甚至可能是一念之差，就把权力用坏了，堕落为腐败分子。孔繁森则在如何用好手

中权力为民服务、为民谋利上，真正做到了慎终如始、始终如一。这就是完美的人格修炼和崇高的价值追

求的有机统一。

领导干部手中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予的，必须全心全意用来回报人民、服务人民。一个人不管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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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的权力，对个人来说都是身外之物。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为官者的最高价值

审美，也是新时代领导干部的最高价值标准。孔繁森在这方面堪称时代楷模，孔繁森精神在这方面具有深

刻的新时代价值。

孔繁森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以上四个方面可以说是最本质的。这四个方面最大的价值内涵就是适应

时代要求。顾全大局、听党指挥的坚强党性，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公仆情怀，甘于吃苦、勇于担当的奉

献精神，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价值追求，都是当今这个时代所必需的，都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要弘扬的。孔繁森正是用他平凡而伟大的事迹，用他完美的人格和崇高的价值，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彰显了一个优秀领导干部应当具有的品质和担当。

三、新时代深入凝练和弘扬孔繁森精神的路径

适应新时代要求，深入凝练和弘扬孔繁森精神，是摆在全国社科界、全省社科界尤其是聊城社科界面

前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聊城市应当下功夫做好这方面工作。孔繁森精神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典型就在

我们身边，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深入地研究孔繁森精神，广泛地宣传孔繁森精神呢？在这方面，聊城市已做

了不少工作，比如新提拔的干部都要到孔繁森纪念馆去接受教育，但是仅此还不够，还需要紧密适应新时

代新使命的要求，更深入地研究和弘扬孔繁森精神，使孔繁森精神真正成为聊城市一张亮丽的名片，一座

新时代精神的丰碑。

（一）站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深入研究孔繁森精神的时代价值

聊城社科界乃至全省、全国社科界，要从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梳理和诠释

孔繁森精神。研究的重点是新时代对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价值要求，孔繁森精神具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选题、来破题，既符合孔繁森精神的历史逻辑，又彰显孔繁森精神的时代逻辑。这方面亟待

深入研究的题目很多。比如：从新时代年轻干部成长的轨迹看孔繁森精神的现实启示、从新时代新担当看

孔繁森精神的时代价值、从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看孔繁森精神的为民情怀等。我们可以把题目做小，小中

见大，作出特色。再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担当精神讲了很多，要根据孔繁森精神进一步揭示新

时代领导干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担当精神？用孔繁森精神来说话，用孔繁森的事迹来论证。

（二）建立孔繁森精神研究常态化的长效机制

把孔繁森精神研究常态化、机制化是弘扬孔繁森精神的重要举措。聊城市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可以形成

一个常态化的孔繁森精神研究论坛，每年一个主题进行深入研讨。聊城大学孔繁森精神研究中心可以推出

孔繁森精神研究重大选题，在全市、全省招标，从而让孔繁森精神研究课题化、导向化。孔繁森精神在全

国很有影响，愿意承担课题，参加研究的人还是很多的。还可以设立孔繁森精神研究院，引进高层次人才

进行常态化、专题性的研究，并创建《孔繁森精神研究》集刊，打造全国新时代孔繁森精神研究的学术高

地。长期坚持下来，必能形成孔繁森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品牌，推动孔繁森精神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三）进一步用好孔繁森精神教育基地

在目前孔繁森纪念馆和孔繁森精神教育基地基础上，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成立孔繁森精神干部学院。

河南兰考有焦裕禄干部学院，四川广安有小平干部学院，江苏淮阴有恩来干部学院，都是从干部教育的角

度来设立的，实践证明很有必要。孔繁森精神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典型，如果能在聊城设立孔繁森精神

干部学院，影响肯定是非常巨大的。突出对孔繁森精神所特有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向各级领导干部进行

系统化、形象化的宣传教育。这不仅对孔繁森精神的进一步弘扬有重要推动作用，而且对促进聊城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促进鲁西大地现代化建设，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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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多种艺术形式推动孔繁森精神向全社会普及

孔繁森精神的时代价值，需要向全社会深入普及，使其家喻户晓。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了孔繁森，被他

深深感动，后一代人或后几代人呢？要使孔繁森精神代代相传，就要通过各种形式普及化。要通过小说、

电影、电视、戏剧等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宣传普及。目前这方面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更是进一步研究和普及孔繁森精神的极好契机。这方面无疑有很多选题、很多工作需要去

做。

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契合新时代的本质需要，不断深化孔繁森精神研究和宣传，使孔繁森精神在

新时代得到弘扬和光大，这是新时代赋予理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On the New Era Value of Kong Fansen’s Spirit
BAO Xin-ji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Kong Fansen’s spirit is bot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It still has strong practical value 

wh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for 

leading cadres at all levels are: what kind of life attitude and value sentiments the leading cadres need to 

establish. It is in this essential aspect that Kong Fansen’s spiri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swers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and is an outstanding respondent of the times. The nurtur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ultivation of advanced culture, the tempering of the hardship environment, and the sublimation 

of self-cultivation ar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us 

casting Comrade Kong Fansen as a time model, forging Kong Fansen’s spirit as an time spirit. Standing 

i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new era, focusing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journey and new 

mission for leading cadres, the new era value of Kong Fansen’s spirit 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 of 

value connotation: the strong party spirit that takes care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listens to the party’s 

command; the public servant feelings of loving the people and serving the people; the dedication spirit 

of willingness to endure hardship and the courag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the value pursuit of honest and 

upright, self-denial and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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