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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英雄观

李佑新，黄春森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认为英雄创造历史，崇尚圣贤救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高度评价与推崇为国家和民族英勇献身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的大

无畏革命精神，以及共产党员应该具有英雄的精神品格。毛泽东的英雄观激发了人民群众的英雄气概，塑造了无数的英

雄人物，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传统。新时代重温毛泽东的英雄观，有利于我们缅怀英雄、维护英雄、争做英雄，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英勇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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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救国、兴国、强国
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

这些英雄人物的精神性格与毛泽东的英雄观有着

至为密切的关系。新时代我们在学习英雄人物、弘

扬英雄精神的同时，有必要重温毛泽东的英雄观。

一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崇尚英雄，但那时他深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抱持圣贤救世的观念。他认

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君子”与“小人”、“圣

人”“贤人”与“愚人”的划分，在民族危亡、民不聊

生的现实背景下，主张“圣贤”“君子”要“为一援

手”，“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①。显然，学生时代

的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

定性作用，相反，人民群众被看作是亟待拯救的

“小人”和“愚人”。俄国的十月革命和１９１９年爆
发的五四运动，展现出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使毛

泽东在受到震撼的同时也惊觉他过去对“小人”

的错误理解，开始意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认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②。这

时候毛泽东放弃了只有依靠“圣贤”才能变革社

会的观点，过去的“圣贤”救世的英雄史观开始让

位于推崇民众联合力量的群众史观。在接受了马

克思主义之后，他自觉地完成了这一转变，确认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③，坚信人民群众

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普遍真理和中国

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群众是真正

的英雄”④，充分肯定和发挥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

设中的伟大作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

全国几亿农民的伟大力量，敏锐地指出：“农民问

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

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⑤；“没有贫农，

便没有革命。若否定他们，便是否定革命。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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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独具慧眼地看

到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面对强大敌人的

多次“围剿”时，他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

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

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完全打不破的。”②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穷凶极恶

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毛泽东坚信“兵民是胜

利之本”，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

在于民众之中”③。他以人民战争和持久战的战

略战术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毛泽东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充满信

心，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

动力”④。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依

仗军事上的优势和美国的支持悍然发动内战。然

而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发动的这场背离民心的

反人民战争是反动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一切反

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

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

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

派，而是属于人民。”⑤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

力量，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

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也是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的积极性，从而能够迅速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恢

复国民经济，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国防科

技方面取得了“两弹一星”这样伟大的成就。到

了晚年，毛泽东在与工作人员谈到《国际歌》时有

感而道：“这首歌，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究竟是

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

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⑥直到生命的最后岁

月，毛泽东还重复延安整风运动前夕的话说：“群

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⑦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无疑包含着这样的意思，

即作为个体意义上的群众是英雄。在毛泽东的英

雄观念里，英雄的称号不再属于某些大人物，而是

普通的干部战士和劳动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伟大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无数的英雄。在这一英

雄谱系里，有众多的民族英雄、战斗英雄、劳动英

雄，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有英雄。毛泽东认为，

有有名英雄，也有无名英雄。“突击队员是有名

英雄，还有许多无名英雄，有名英雄是从无名英雄

中产生出来的，二者不能分离。”⑧

二　英雄的精神品格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产生了无数的英雄，毛泽东评价和称颂过其中

的许多英雄人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毛泽东

的英雄观念里，英雄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精神

品格。

一是为国家和民族英勇献身的精神。中华民

族是崇尚英雄的民族，而英雄大都具有忠于国家和

民族、“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崇高精神。近代以

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

民族陷入深重的危机和灾难之中。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具有突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英雄人物的

鲜明特征，为国家和民族而英勇献身是英雄最显著

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奋斗过程中凝结了许多精

神，而奉献牺牲是这些精神的共性⑨。在毛泽东看

来，只要是为拯救民族危难而奋斗牺牲的将士，都

是民族英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将军张

自忠在豫鄂会战中牺牲，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隆

重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上“尽忠报国”的挽词

以表崇敬瑏瑠；戴安澜将军率远征军战死缅北，毛泽

东撰写挽诗以示悼念：“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

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瑏瑡新四军将领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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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牺牲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举行追

悼大会，毛泽东题写挽词，表达悲痛之情，号召人

们学习他的英勇精神，早日消灭日本侵略者①。

对于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抗日

烈士，毛泽东发表悼词说：“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

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麟，佟麟阁，赵登

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

兴，姚子香，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

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②对于那些为人

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烈士，毛泽东都给予

了极高的评价和称颂。１９４６年 ４月 ８日，王若
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在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

失事全部遇难，毛泽东悲痛万分，为被难烈士题

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③党的早期领导人

瞿秋白狱中蒙难，毛泽东在题词中高度评价其英

勇就义之举：“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

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

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

会死去。”④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毛泽东为人民英雄
纪念碑题写碑文。碑文除了纪念解放战争三年以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以来

牺牲的人民英雄以外，还上溯到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
以来的历史：“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

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⑤

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毛泽东

表彰和称颂的不少英雄模范中，一个突出的特点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们不是一开始

就成为英雄模范的，他们是群众中的一员，只是他

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

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才成了英雄模范。在毛泽东看

来，这些英雄人物最耀眼之处在于他们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高度赞赏的，正是这种精神

品格。他称赞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

神”，“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

极端的热忱”⑥。他纪念张思德，因为“张思德同

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

的”⑦。１９４４年９月 １８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
模范学习代表和战斗英雄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

并发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讲话，指出：“因为我

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

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

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

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

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

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⑧１９４４年
７月邹韬奋先生逝世，《解放日报》准备发表“邹
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毛泽东为纪念特刊题

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

以感动人的地方。”⑨１９４５年，驻防陕甘宁边区南
泥湾九龙泉沟的八路军某团决定建立九龙泉烈士

纪念碑，应该团的请求，毛泽东为烈士纪念碑题

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瑏瑠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国青年》杂志社刊登
《学习雷锋专辑》，毛泽东应邀为专辑题词，但他

没有用秘书林克准备好的几个题词，而是题写了

“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对林克说：“学雷锋不是

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

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

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

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

神。”瑏瑡１９６５年８月，在庐山会议期间为毛泽东做
保健工作的钟学坤大学毕业，她专程来到北京，希

望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汇报自己的工作和学习

情况。毛泽东在此前的回信中曾叮嘱她：“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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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业余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真才实学，为

人民服务，是为至盼。”①毛泽东见到钟学坤后很

高兴，叮嘱她大学毕业后要好好工作，继续学习专

业知识，不能骄傲，要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并在

钟学坤的笔记本上题写“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

为人民服务”②。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学雷锋

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人民对雷锋精神薪

火相传，雷锋精神化育一代又一代人③。

三是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中国的革命斗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进行

的，国内外敌人极其强大和凶残，革命者面临生命

危险以及各种艰难险阻。是否具有蔑视一切敌人

和困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成为取得革命胜利的关

键因素，而这也是毛泽东倡导和推崇的英雄人物

的重要精神品格。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

的途中，毛泽东对指战员强调“干革命就不要怕

困难”，“不要怕行军困难，不要怕暂时受挫，要看

到光明”④。在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要求

“各官兵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⑤。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真实写

照，毛泽东称赞红军是英雄好汉，创造出了人间奇

迹。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向中国人民

强调，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便须决一死

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

不停止”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具

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

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

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⑦。在朝

鲜战争期间，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强大的“联合国

军”，为了保家卫国，毛泽东毅然决定抗美援朝，

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保家卫国的英雄

史诗。

共产党员要争当英雄。在毛泽东看来，人民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共产党员来自人民群众，是

人民群众中更加觉悟的积极的分子，更应该具有

英雄的精神品格。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牺牲在

前、吃苦在前，用行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

民族先锋队和阶级的先锋队，而不是喊喊口号而

已。因而共产党员要争当英雄，不怕牺牲、勇敢战

斗、意志坚定，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这样才能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团结最广大

的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员

的英雄模范作用，他们必须是“英勇作战的模范，

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

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

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

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⑧。毛泽

东要求共产党员成为先锋模范，成为“大公无私

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⑨。延安抗大第二期学员

毕业，毛泽东为学员毕业证书题词：“勇敢、坚定、

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

牺牲自己的一切！”瑏瑠陕北公学成立，毛泽东在题

词中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

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

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

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

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

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

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

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

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瑏瑡可以看出，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员的标准，实际上就是英雄的

标准；共产党员所应该具有的精神特质，实际上就

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

三　注意对英雄模范的表彰和教育
注意对英雄模范人物的表彰和教育，也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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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英雄观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对英雄和英雄集体进

行表彰，对英雄本人和其他群众都是一种精神上

的巨大鼓舞。在１９２８年１月 ５日带领工农红军
占领遂川县城后召开的总结会上，毛泽东表彰了

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了六支枪的王次楱等人，鼓励

他们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

军、新四军中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毛泽东与王稼

祥等人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政治机关，指出“表扬

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

有重大意义”，要求“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

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

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

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

料”①。在陕甘宁边区，为克服严重困难，掀起自

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对劳动英雄的表彰也随之

开展。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

工作者”②，多次为劳动英雄题词，和朱德一同宴

请劳动英雄，积极支持表彰劳动英雄模范的活动，

多次出席表彰大会并发表演讲。新中国建立后，

毛泽东依然重视表彰英雄模范。１９５０年国庆前
夕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农兵劳动

英雄大会，１９５６年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
议，毛泽东都出席会议。１９５９年阅读苏联《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读到关于勋章和奖章的内容时，

毛泽东评论说：“这里说的‘得到勋章和奖章’‘劳

动英雄的称号’等等，也就是‘尚贤’。到了共产

主义以后，‘尚贤’恐怕也还要继续下去。”③

表彰英雄也是为了崇尚英雄，激励更多的人

争当英雄。因此采取有影响力的表彰方式就显得

特别重要。除了口头表扬、通令嘉奖的形式外，毛

泽东认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

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

好的工作方法”④。在毛泽东看来，英雄模范在群

众中是起带头作用的，因此必须选出立得住的真

正的英雄和模范，否则所表彰之人德不配位，就会

造成赏罚不分的错误。怎么推选出令群众信服的

英雄人物和模范呢？毛泽东认为要“从军队中、

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

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

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

结广大的群众”⑤。

英雄模范在各自的领域取得特别突出的成绩

而成为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英

雄模范能够不需要培养和教育而永久保持先进

性。实际上有的模范人物因骄傲自满，蜕变成落

后分子甚至犯下极大的罪行。在党的历史上也出

现过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反面典型。为

了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在召开英雄模范大

会的同时，要对英雄模范加以培养和教育。１９４３
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
雄，毛泽东在招待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表扬劳动英

雄模范的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要自满⑥。１９４５年１
月１０日，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
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如果你们骄傲起来，

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

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

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⑦晋察

冀根据地的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之后，毛

泽东指出英雄模范骄傲自满的责任“主要的不是

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

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

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

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⑧。１９５０年召开了全国战
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的祝词

中，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表达了感谢和敬意，但同时

也鲜明地指出，“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

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

荣称号”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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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是教育英雄模范的重要内

容。早在井冈山领导红四军时，毛泽东就注意到

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危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后，毛泽东发现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

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

义”①。任由八路军中出现新军阀主义倾向，将导

致共产党脱离群众，丧失根本的力量来源。个人

英雄主义，是同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

党的纪律不相容的。毛泽东指出，革命者可以为

自己干革命而感到自豪，但不是那种自高自大的

骄傲，而是为自己作为整个阶级的工具，为阶级的

利益而奋斗感到自豪，要充分明确“我们是阶级

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

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

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

自觉地作为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

错了”②。毛泽东还强调：“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

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

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

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

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

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

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

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

主义。”③

四　毛泽东英雄观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的英雄观，对于我们在新时代从事具

有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要坚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依

靠人民群众，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和

富起来了，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强起来。进

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的各项工作，强调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

史”④。当前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接

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这个世界也正

处于百年大变局之中，风云变幻充满危机与挑战。

在中华民族劈波斩浪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有效

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巨大危机，进

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都必须继续坚持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

雄的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自觉地

把党的群众路线始终贯彻于全部的治国理政活动

之中。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

议，从群众中汲取智慧，自觉地向群众学习，提升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在发展中要以实

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奋斗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使全体人民达到

共同富裕。在建设伟大事业中尊重人民群众的主

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紧紧依靠英雄的中国人民创造

中华民族的辉煌伟业。

二是要将英雄精神融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中，无数

党员和干部以英雄的姿态，引导和推动着革命的

发展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历史已经并将一直证

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

想”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领导核心，党是领导一切的，肩负着对民族和人民

的巨大责任。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要成为时代先

锋、民族脊梁，必然要求将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英雄

精神融入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血脉之中，弘扬英雄

模范为国家和人民勇于献身的精神，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新时代党

的建设，要培养党员干部富有政治远见、牺牲精

神、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坚韧不拔的精神，增强

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必能带领中国人民越过前进航道上的惊涛

骇浪。

三是要善于发现新时代的英雄。毛泽东曾指

出，不应该有埋没英雄的现象发生⑥。他总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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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９２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７３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２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９６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２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修订版，第５２７页。



第２３卷 李佑新，等：毛泽东的英雄观

于发现英雄，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等英雄模范的

先进事迹，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宏

伟目标，必将涌现出作为新时代闪亮坐标的英雄

人物和英雄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已经对多条战线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群

体作出重要批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英雄学

习。为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平台壮烈牺牲的黄群、

宋月才、姜开斌，在脱贫攻坚第一线以美好青春诠

释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黄文秀，把非凡英雄精神

体现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

雄机组”等等，都是新时代诞生的英雄模范。在

当前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也涌

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他们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甚

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平凡而伟大，是新时

代最可爱的人，人民的最大功臣，是新时代为党为

人民做出伟大贡献的英雄模范。

四是要表彰英雄和崇尚英雄。“崇尚英雄才

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①崇尚英

雄，一方面要表彰英雄。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对英

雄的表彰，给英雄致以最高的敬意。新时代我们

要在发现英雄的同时，做好表彰英雄的工作，表彰

他们的英雄壮举，彰显英雄高尚的品格。另一方

面要宣传英雄的感人事迹。英雄模范人物是党和

国家的宝贵财富，要使他们的精神风范润泽后生。

“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

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

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②与此同时，我

们要对抹黑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坚决的斗

争，自觉地维护英雄烈士的尊严和荣誉，挺起我们

民族的精神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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