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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东北抗联精神淬炼新时代党员党性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省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  魏民 
 

    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在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宝

贵精神财富。这一精神谱系与新时代党员的党性修养要求高度契合，通过理论武装、初心践行、

作风磨砺、担当培育与生态营造等路径，能够将东北抗联精神转化为党员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践动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 

    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残酷的战争背景下，抗联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东北

抗联精神，其核心内涵可从三个维度展开解析。一是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抗联将士始终以马克

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为精神支柱。杨靖宇牺牲前曾写下“哪怕是破腹扒心，也不变节，不

投降!”的誓言，这种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是抗联精神的核心内核。二是百折不挠的

斗争意志。抗联将士长期在严寒、断粮断衣的困境中作战，创造了诸多生存奇迹，他们始终坚持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种超越生理极限的顽强意志，是抗联精神的实践特质。三是血

肉相连的团结品格。抗联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整合东北各阶层、各民族的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

线。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各族群众冒死为抗联送粮、送药，形成了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的动人情景。这种军民团结、协同作战的品格，是抗联精神的力量源泉。 

    东北抗联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蕴含党性修养的核心要素，也

为新时代党员锤炼党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党组织可将东北抗联精神有机融入党建工作，实现东

北抗联精神在党员党性修养培育中的价值转化。 

    其一，以理想信念教育推动党员政治自觉培育。可依托东北抗联纪念馆、烈士陵园等载体开

展沉浸式教育，让党员在杨靖宇纪念馆的“断粮日记”、赵一曼的“示儿书”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感染力。或将抗联精神纳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建活动，形成日常

学、反复学、深入学的常态化机制，最终形成以信念强自觉、以自觉促行动的良性循环。 

    其二，以人民为中心设计党建活动，强化党员的初心与使命意识。可借鉴东北抗联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的经验，组织党员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中亮

身份、办实事。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也可融入东北抗联军民鱼水情的历史案例，如李敏等抗联战士

回忆群众冒死送饭的事迹，引导党员反思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等根本问题。在党员考核中，

可将群众满意度纳入党员党性考核指标，促使党员将理想信念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切

实深入基层、联系群众，防止初心仅停留于口头表述而不付诸实践。 

    其三，以东北抗联的斗争精神为引领，强化党员的责任担当意识。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可通

过专题党课、参观抗联纪念馆、观看抗联题材纪录片等形式，推动党员全面了解东北抗联在极端

恶劣环境下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面对强敌展现出的百折不挠、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还可

邀请抗联后代或研究专家开展座谈交流，讲述抗联战士的真实故事，让党员深刻感悟抗联精神中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责任意识。在参与协同治理中，可设立党员先锋岗、党

员责任区，或在重点项目、基层一线、急难险重任务中设置抗联党员突击队，让党员在急难险重

的任务执行过程中锤炼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品格。 

    东北抗联精神所蕴含的忠贞信仰、担当精神与奉献品格，正是新时代党员校准精神坐标的“灯

塔”，与新时代党员党性修养的要求形成了深刻共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上，各级党组织应积极用抗联精神滋养党员的党性修养，促使党员站稳立场、保持清醒、勇挑重

担。而广大党员也应以自我革命为动力，将东北抗联精神火种融入党性血脉，让抗联精神在新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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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持续绽放光芒，成为引领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引擎。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新质生产力引领黑龙江红色资源智慧化转型

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24DJC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