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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精神的精神优势及其生成机理和转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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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各自的精神文明建设,寻求建立自身的精神优势。雷锋精神所

蕴含的精神优势主要表现在重视人类精神和意志力量,关注民族命运的宏大格局和博大的人文情怀、创新力量、

执着和专注的精神魅力等。雷锋精神生成精神优势的机理主要在于坚持党性和个性、奉献他人和提升自己、先

进性和群众性、继承和丰富的辩证统一。在当今时代,推进雷锋精神转化为现实的精神优势,必须坚持推进雷锋

精神时代化、扩大雷锋精神群众基础、推进学习雷锋精神常态化、加强雷锋精神舆论和制度保障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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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各国,在重视发展经济、建设物质优势

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越来越重视精神优势建设。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出现了智力

支撑与精神动力不够匹配、道德领域滑坡、信仰薄弱

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

靠精神优势建设。建设精神优势,可以产生系列效

应:一是将精神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精神力量;二是使

物质优势产生几何式的扩大效应;三是借助物质与

精神优势的有机结合来增强国力,使国家的眼光更

远、根基更牢、力量更强,对推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

顺利转型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但精神优势建设是一

项艰巨的工程,它需要人们根据新的宏阔实践不断

探索和创新,也需要对雷锋精神进行坚守和推进,使
之始终成为人类前行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源泉。为

此,本文拟通过对雷锋精神的精神优势之意蕴和生

成机理的揭示,探索出当今时代将雷锋精神转化为

现实精神优势的策略,以达到弘扬雷锋精神、建设我

国当代精神优势的目的。

  一、精神优势建设需要雷锋精神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和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其

精神,精神优势才是人和人类社会的真正优势。精

神是人和人类社会与动物和自然界相区分的重要分

水岭,也是人和社会存在的最重要表征。早在俄国

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就指出:“每天都必须取得胜利,
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

势’。”[1]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也不断强调:“过
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

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信念。有了共同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

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2]从个体

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优势除了物质性的身体优势

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精神性的思想道德优势和科学

文化优势,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决定一

个人价值的根本素质;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人类社会

的发展是物化和精神化的双重进程,尤其在进入近

代以来,世界的精神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比如知识

经济、创意经济、信息社会等等,它们在本质上是人

类精神力量的彰显,在这种情况下,谁拥有精神优

势,谁才能拥有真正的优势。
重视和建立精神优势关系到社会的顺利转型和

重大变革。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任何社会的转型或

变革,困难和危险往往不在于转型的开始,而在于较

长的转型过程,转型过程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往往是

优势精神的丧失和思想的混乱,而落后的精神和混

乱的思想最终必然导致社会转型的停止、失败,甚至

倒退。中国社会现阶段正处于向市场经济、和谐社

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30多年的转型过程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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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种种问题,从个

体来看,一部分人找不到自己的信仰,精神处于无所

皈依的状态之中,他们感情贫乏、没有远大的理想追

求、对生活前景充满悲观情绪、感觉现实无聊空虚、
人生态度趋向颓废;从整个社会来看,功利主义、道
德滑坡现象日益严重,人与人之间难以在精神层面

上进行交流,社会隔阂日益加大,整个社会弥漫着浮

躁和过激的非理性情绪。这种精神状态,已经对社

会和人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人们精神的空虚

以及盲目追求精神刺激,一方面使毒品、嫖娼、暴力

等丑恶现象日趋严重;另一方面,也使封建主义、资
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以及一些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

邪教乘虚而入。而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以及浮躁情

绪等,一方面使腐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侵蚀削弱;另一方面使

社会发展的合力不断减小,发展成本日益增大。显

然,这种精神状态是我们最终完成社会转型急待突

破的瓶颈,它严重影响着我国人民和社会全面、健
康、和谐的发展,使我国的社会转型处在潜在的风险

之中。
精神本身发展的张力、重要性以及中国当下较

为严峻的现实,都需要我们重视精神优势建设。而

精神优势的建立首先需要先进的、优秀的精神,没有

先进的优秀精神,精神优势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

水。中国近代以来,在历次重大变革和转型过程中,
特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

阔实践中,一批批先进分子谱写、创新大量优势精

神,成为激励、推进中华民族解放、复兴、和谐的伟大

精神财富。在这些精神财富中,雷锋精神是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雷锋用青春和生命谱就的雷锋精神,
产生于中国旧社会向新社会深刻转型过程,同时又

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它向世界展

现中国人民崭新面貌和形象,集中体现了中国进入

新时代后中国人崭新的风貌和昂扬奋发的精神,它
是时代的精神精华,是激励凝聚人心、激发人们向善

和不断奋进的精神财富。对于这样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我们必须予以继承和发扬,尤其在人类精神价

值凸显、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当代,坚持并丰富雷锋

精神更具重大价值和意义。

  二、雷锋精神中的精神优势

并不是人类产生的一切精神都是优势精神,只

有那些产生于宏阔实践、具有人文情怀和宏大格局,
并能深刻激励人们开创新时代的精神才是优势精

神。雷锋精神是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和时代转型中

人类精神力量的深刻展现,是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

下,在中国新社会、新时代条件下产生的崇高精神,
这种精神既坚持中国优秀传统,又区别于中国以往

社会的多种精神,呈现出新的特质和巨大力量。

1.雷锋精神是人类精神和意志力量的深刻展现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不发挥人们的精神和意志

力量,不形成新的精神,就不可能完成宏阔的实践和

新时代的开辟。在宏阔的实践中,特别在人类新时

代开辟之初,物质条件和环境往往是匮乏和艰难的,
不仅如此,旧的物质条件和环境可能会成为宏阔实

践开展和新时代开辟的障碍,因此,在人类开拓前行

的进程中,精神优势往往比物质优势更为关键和重

要。雷锋精神是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中国社会深

刻转型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精神摆脱物质匮乏和艰

难环境的局限和束缚,用牺牲献身的精神和忘我拼

搏的意志力量开拓新的实践、创造新的事业,没有这

种敢叫天地换新月的斗志,没有昂扬进取精神的迸

发,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固和发展,同样,在
现代社会,没有这种精神和意志力量,就不会实现

超越。

2.雷锋精神是一种关注民族命运的宏大精神

格局

封闭的精神没有张力,也不会产生优势,只有格

局宏大的精神才能有无限的拓展空间,才会有生命

力,精神格局的大小决定精神力量的大小,精神的格

局越大,其力量也越大,并且也越持久。在中国社会

转型关键时期和民族复兴重要机遇期,民族的凝聚

力成为决定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而民族的凝聚力

始终取决于每一人民个体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度和

责任感,只要对国家和社会充满责任和热爱,社会主

义事业就必然会兴旺发达。雷锋无限忠于党、忠于

人民、忠于社会主义,自觉把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
民族、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小我融

入大我之中,他说:“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

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坚决听党的

话,一辈子跟党走”[3]30,他把党比作母亲,把社会主

义比作命根子,处处以国家、民族和集体利益为重。
这种自觉地把个人的追求和奋斗同党的事业、国家

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联系起来的精神,从根本上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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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雷锋精神具有无限的拓展空间,具有超越时空的

生命力和感召力。

3.雷锋精神是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

一种精神的人文情怀决定此种精神的高度,一
种精神的人文情怀越高,对人的吸引力就越强,对人

的说服力也越强,最终呈现的力量也越大。建设和

谐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而和谐社会

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在功利

主义增强、集体主义弱化之时,雷锋精神提供的“我
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利他精神,成为融洽人际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的宝贵资源。雷锋以服务人民为最大

幸福,以帮助他人为最大快乐,雷锋精神的实质和核

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觉得自己活着,就是

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

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3]56。这种服务人民、助人为

乐的奉献精神,这种穷达都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从

根本上决定了雷锋人生的伟大价值,也体现了人与

人之间彼此尊重、彼此包容、相互关爱的珍贵情怀,
而这种人文情怀具有恒久的价值和感染力。

4.雷锋精神是一种不竭的创新力量

一种精神创新性的大小决定其生命力和韧度的

强弱,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精神绝不会有精神优势。
在现代社会,任何固步自封和保守僵化都会导致退

步和落后,只有锐意进取、不断创新,才能走在时代

和世界的前列。雷锋总是把工作作为一种无穷的动

力,要钻进去、要吃透它,他不为落后找借口和理由,
而是通过“挤”和“钻”的“钉子”精神不断提升自己和

丰富自己,“一块好好的木板,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

呢? 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硬钻进去的。钉子

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

上,也 要 提 倡 这 种‘钉 子’精 神,善 于 挤 和 善 于

钻”[3]89。一种精神具有学习的自觉和创新的动力,
才能不断更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始终走在时

代的前列,成为一种强大的引领力量。雷锋精神中

这种刻苦学习、锲而不舍、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成
为每个个体和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5.雷锋精神具有执着和专注的精神魅力

执着才能专注,专注才能成功,一种优势精神,
必须扎根于鲜活的生活实践,才能表明其优势,同
时,一种精神只有执着和专注才能彰显其实质和核

心力量,没有专注和执着的精神是空洞虚无的精神,

注定没有生命力。雷锋生前做过多种岗位,既有自

身熟悉和擅长的,也有自身不熟悉和擅长的,并且岗

位都很平凡,但工作岗位无论如何,雷锋做的都很出

色,组织把他放在哪里,他就在哪里闪闪发光,这与

雷锋执着的“螺丝钉”精神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执

着和专注的“螺丝钉”精神,促使雷锋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也体现着雷锋精神的魅力。
在当今市场经济和分工日益深化的条件下,热爱本

职工作,自觉忠于职守,甘居平凡岗位,兢兢业业、精
益求精不但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一个人赢得成功的

必备素质。

6.雷锋精神具有激发斗志和促人奋发的精神

动力

一种优势精神,必然是在经历重大考验和磨砺

后,最终被人们选择的精神,同时一种优势精神力量

的大小,取决于此种精神在完成重要任务的进程中

所能激发的斗志。不能在关键时刻、尤其不能在困

难时刻激发人们斗志的精神,就不会被人们最终选

择,也不会最终沉淀为精神优势。每次在重大的实

践和艰苦条件下,我们都会用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等

激励和鞭策自身,这与雷锋精神中的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的创业精神是分不开的。雷锋在其短暂的一生

中,处处为国家着想,事事要精打细算,坚持“在工作

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

平最低的同志看齐”。雷锋从不乱花一分钱,他认为

“每一分钱、每一滴油都是人民的血汗,要像爱护自

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奢侈和铺张必然导致精神的

空虚和萎靡,在人类历史上,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为

人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始终是激励我们为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而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雷锋精神生成精神优势的机理

雷锋精神自其产生之后就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在

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扩展开来,特别在新中国成立之

后和改革开放初期,雷锋精神成为激励意志和凝聚

力量的时代精神,强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和社会的进

步;步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雷锋精神在所谓“过
时”的质疑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仍然作为先进的精神

鼓舞和激励新的一代。雷锋精神为什么具有穿越岁

月的永恒价值? 这与雷锋精神生成精神优势的机理

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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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雷锋精神坚持党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

雷锋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

信仰者,雷锋精神正是雷锋在践行共产主义信念的

实践中产生的,雷锋时刻用先进共产党人的标准要

求自己,具有坚定的意志力和严明的纪律性;但雷锋

不是刻板的,在现实生活中,他是十分生动和活泼

的,他的为人、他的行为都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雷
锋不但努力为党的事业增光添彩,自身的生活也丰

富多彩。先进的党性和优秀的个性在雷锋身上实现

了和谐统一,一方面,雷锋把个性的发展完善溶于党

性修炼之中,另一方面,通过党性修炼提升发展自身

的个性,雷锋既是严肃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员,但同时

又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长期以来,在雷锋精神的

宣扬中,我们片面强调了雷锋精神的党性,相对忽视

雷锋鲜活的个性,从而导致雷锋失去了亲和力。对

共产党人来说,应坚持党性和发展个性二者有机融

合:修炼党性可以完善个性,发展个性是为了提升党

性,只有二者有机结合,党性提升和个性完善才能和

谐共生、互动共进。只有党性要求而无个性发展,党
性要求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同样,只有个性张扬而

无党性提升,个性发展就会丧失方向。

2.雷锋精神坚持奉献他人和提升自己的辩证

统一

雷锋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雷锋

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始终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共产主义奉献精神,但这种一心为他的奉献精神

并不排斥奉献者自身思想和能力的提升,二者并不

是单向的增减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增关系。在奉献

的一生中,雷锋收获的是思想境界的提升、本领的提

高和能力的增强,他收获的是人们的认同和赞扬,展
现的是自身的人生价值;同时,在努力奋进的一生

中,雷锋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增强了服务

人民、奉献社会的自觉意识和本领。在现实生活中,
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奉献他人与提升自己必须

紧密结合,不能人为割裂,只有奉献他人,而无提升

自己,可能直接造成奉献者精神痛苦和思想困惑,而
只有提升自己,而无奉献他人,人生就丧失应有的价

值。从个体层面上讲,当下尤其应当克服奉献他人

必然造成自身损失的认识,从社会层面上讲,当下应

当克服为了奉献而奉献甚至献身的空洞号召,在坚

持奉献社会的提前下,把奉献他人和提升自己有机

融合,实现二者互动共进。

3.雷锋精神坚持先进性和群众性的辩证统一

一种精神要有生命力,必须具备2个条件,一是

这种精神具有先进性和引领性,否则就会落后于时

代而被淘汰,二是这种精神具有群众性,群众经过努

力可以接近和到达,否则就会丧失生存和发展的土

壤。雷锋精神的生命力,既在于它的无私和伟大,又
在于它的平凡和一贯。雷锋精神既蕴含着高层次的

道德标准,比如“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舍己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

德,同时,雷锋精神又是最现实、最基本的道德标准,
比如“助人为乐”“互帮互利”的团结友善的公民道

德。正如谢觉哉所说:“雷锋同志是平凡的,任何人

都可以学到,雷锋同志又是伟大的,任何人都要经过

努力才能学到。”正是雷锋精神坚持先进性和群众性

的辩证统一,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引导性和生命力。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既要坚持用社会主义道德净化

人们的灵魂,提升人们的精神层次,同时也要注重采

取区分层次、着眼多数、循序渐进的方法,推动雷锋

精神不断发展。

4.雷锋精神坚持继承和丰富的辩证统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雷锋精神在“过时

论”的质疑声中复归,尤其近年来,雷锋精神以先进

性和强大生命力为自身发展开辟广阔的发展道路。
时代在发展,雷锋精神显然也在发展,雷锋精神本身

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续和彰显,又是时代精

神的体现,同时,雷锋精神中的爱人助人、敬业奉献

等道德要求,也蕴涵着人类共同的精神品质和理想

价值追求。雷锋精神中爱国精神、奉献精神、敬业精

神、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
必须长期坚持,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体在继承和

践行这些精神的时候,又具有较大的差异,这些精神

必须坚持与时俱进,通过多种形式体现出来。只有

坚持雷锋精神的精神实质,同时丰富其内容和形式,
雷锋精神才具有战斗力和生命力。

  四、雷锋精神转化为精神优势的

策略

  一种精神要成为优势精神,并发挥其力量,除了

精神自身要先进、科学之外,还需要科学的转换策

略,在人类历史上,一种优秀精神由于转化策略的失

当而导致湮灭的事例很多,同样,一种优秀精神由于

转化策略的得当而在艰难的条件下迅速扩展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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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多。在当今时代,雷锋精神要彰显自身的优势

和力量,必须坚持科学的转化策略。

1.把握时代脉搏,推进雷锋精神时代化

自雷锋精神产生以来,时代和中国社会都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生

活方式和情感需求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但对帮助他

人、奉献社会的手段和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对

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内容也提出了新要求。在内

容上,雷锋精神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自身

的服务和奉献范围,在给人们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
更加关注被帮助人的心理情绪和人格尊严;在坚持

解决老问题的同时,更加关注下岗职工生活、偏远农

村教育、农村留守儿童成长、贫困家庭子女求学等新

问题;在积极帮助他人的同时,更加注重个体自身的

道德情感和人文素质的提升;在帮助困难群体的同

时,更加注重社会精神和相应机制的构筑。在方式

上,要创新雷锋精神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根据时

代的发展,要探寻捐款捐物、希望工程、志愿服务、义
卖义演等新的服务和奉献方式;要坚持灌输宣传和

渗透教育相结合、政府倡导和民间组织相结合、集中

性宣传教育和经常性宣传教育相结合,要把握现时

代人们的心理接受特征和精神传播规律;要利用现

代科技成果,实现雷锋精神对新问题的及时关注、爱
心的快速传递以及结果的有效落实;要利用报刊杂

志、广播电视,特别是网络等新兴媒介拓宽雷锋精神

的传播渠道,努力推进雷锋和雷锋精神生动化、形象

化,增强雷锋精神的吸引力。

2.融入日常生活,扩大雷锋精神群众基础

一种精神只有融入日常生活、被群众认同和运

用,才会有坚实的生长土壤和不竭的发展动力。雷

锋精神来自生活,也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发挥它的力

量。雷锋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就是要求在学习和弘

扬雷锋精神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从本职工作做起、从
自身做起、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而不是把学习和

弘扬雷锋精神变成刻意脱离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专
门追求”;雷锋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就是要推动人们

在对美好日常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感受雷锋精神

的美好和力量,让学习和弘扬雷锋精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和一种自觉自然追求,而不是带有强

烈政治色彩和功利化的短期运动;雷锋精神融入日

常生活,就是要推进雷锋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

力量,让雷锋精神在行动和实践中结出硕果,而不是

把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变成一种脱离日常工作和生

活的纯粹说教;同时,雷锋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就是

要让广大普通群众成为学习和发展雷锋精神的主

体,推动普通群众既成为雷锋精神的学习者,更成为

雷锋精神的传播者和践行者,使不同行业、不同领域

的群众都能充分展现人性光辉,达到人人都是雷锋

的效果。

3.建立长效机制,推进学习、实践雷锋精神常

态化

一种优势精神只有在现实实践中自觉地发挥作

用,才能彰显自身的价值和力量,功利化或选择性地

对待、运用优势精神,必然导致优势精神的工具化,
造成优势精神的过度透支,甚至扭曲。在雷锋精神

向精神优势转化的过程中,必须克服“雷锋叔叔三月

来,四月走”的现象,建立学习、实践雷锋精神的长效

机制,推进学习、实践雷锋精神的常态化。首先,要
确保雷锋精神学习月活动有序、有机、有效进行。每

年三月份是雷锋精神学习活动月,是雷锋精神的一

次集中展现,但集中不是突击和一阵风,而是用心帮

助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并且确保帮助能做到恰到好

处和亲切自然,特别要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或温

暖一个人的心灵,只有这样,才符合雷锋精神的生发

逻辑和本质特征,克服“三月里的雷锋精神”生硬、突
兀现象,增加雷锋精神的亲和力。其次,要做好雷锋

精神学习活动月与其他时间的无缝衔接。雷锋精神

贵在持之以恒,雷锋精神学习活动月决不是雷锋精

神的一年总结,而是为了推进雷锋精神的深化、扩
展,一方面,要把雷锋活动月未做完或未做好的事

情,继续做完、做好,从舆论和制度上批评、约束半途

而废和形式主义的做法,另一方面,在新的时间段

里,要不断投身到新的奉献和服务事业中去,实现雷

锋精神不间断、不停顿,推进雷锋精神不断向前发

展。再次,要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社会各方广泛

参与的工作格局,把学习和践行雷锋精神纳入政府

精神文明建设的指标测评体系和学校人文素质培养

的指标测评体系,明确有关领导或相关部门责任,引
导和督促政府和学校等把学习和发扬雷锋精神融入

到日常工作之中,使学习雷锋活动成为一项经常性

的工作,保证雷锋精神全面渗透和全方位展开。

4.净化社会风气,加强雷锋精神舆论和制度

保障

优势精神必然是经过选择、沉淀而最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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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而社会风气的好坏会影响优秀精神的选择、沉
淀的进程,社会风气好,会巩固和推进优秀精神的扩

展,社会风气不好,则会抑制优秀精神的扩展。雷锋

精神要转化为精神优势,必须建立必要的舆论和制

度保障。在舆论上,应形成赞美真善美、批评假恶丑

的舆论氛围,特别要避免良善被玷污和嘲弄的现象;
同时,要加强舆论引导和管理,强化阵地意识,通过

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积极弘扬主旋律和社会主义价

值观,旗帜鲜明地抵制恶俗、腐朽思想的泛滥,抵制

对优秀精神的恶意解构。在制度上,要建立必要的

奖惩制度,对破坏道德秩序的言行进行惩罚,给道德

模范人物以精神和物质奖励;同时,尝试通过科学的

立法形式,确保人们在做好事时减少法律纠纷,对陷

入法律纠纷的行善者,应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援

助,而对严重陷害、讹诈行善者的人和行为,在进

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应该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只有这 样,才 能 确 保 正 义 和 善 良 风 气 的 伸 张 和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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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piritualSuperiorityResourcesofLeiFengSpiritandIts
GenerationMechanismandTransformedStrategies

HUFeng-shun,XIAOKai
(CollegeofMarxism,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Steppingintothe21stcentury,countriesaroundtheworldkeepanattentiveeyeonspirit-
ualandculturalconstructionsoastoestablishtheirownspiritualsuperiority.TheLeiFengspiritcon-
tainsawealthofspiritualsuperiorityresources,mainlyincludingemphasisonhumanspiritandthepow-
erofwill,concernaboutthedestinyofthenationandthesplendidhumanisticconcern,ever-lastinginitia-
tive,strongwillanddedicationtocareer.ThegenerationmechanismofLeiFengspiritmainlyliesinper-
sistencetodialecticalunityofthePartynatureandpersonality,devotiontoothersandelevationofone-
self,exemplarleadingandmasspursuing,th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Nowadays,toachievethe

goaloftransformingLeiFengspiritintospiritualsuperiorityinreality,wemustadheretostrategiesbe-
low,includingconnectingLeiFengspiritwithmodernization,raisingthepublicityofLeiFengspiritin
commonpeople,promotinglearnigfromLeiFangspiritregularlyandfosteringLeiFengspiritfromthe

perspectivesofmassmediaandsystemdesign.
Keywords LeiFengspirit;spiritualsuperiority;thevalueofthetimes;generationmechanism;

transformation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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