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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六地”精神内
涵，将“六地”精神融入思政教
育。新时代，务必强化“六地”
在辽沈地区的重要性建设。首
先，要深入学习和理解辽宁“六
地”精神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背
景，包括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
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
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
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等，
明确塑造沈阳英雄城市的必要
性。其次，充分发挥辽沈地区红
色文化资源的重要作用，打造具
有辽宁特色的思政课，进一步提
升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亲和
力。如将辽宁“六地”红色文化
资源所在场所 （纪念馆、博物馆
等） 设为思政课校外实践基地，
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学习、撰写实
践报告，运用学生宣讲团等多种
方式阐释、宣传红色文化，通过
相关线上教学资源、建设虚拟仿
真实践课等方式开展线上实践教
学活动。

开展广泛的文化活动和纪念
活动，传承革命精神。通过教育
系统、媒体宣传和社会活动，将

“六地”精神融入沈阳市民的日常
生活和教育中，特别是对青少年
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和纪念

活动，如主题展览、讲座、研讨
会、文艺演出等，以生动的形式
展现“六地”精神。

推进红色文旅资源开发，加
强城市建设与发展。利用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如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等，打造红色文旅项目，提
升数字化展示水平，吸引游客体
验红色文化，打造全国一流红色
地标。同时，在城市的规划和建
设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打造
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街区、
公园等，提升沈阳英雄城市文化
软实力。

深入开展“六地”精神理论
研讨，激发沈阳英雄城市建设内
生动力。如通过举办理论研讨
会、文化活动等形式，深入学习
和弘扬雷锋精神，挖掘沈阳英雄
历史，传承英雄精神，续写新时
代英雄篇章。同时通过弘扬“六
地”精神，激发全省人民的内生
动力，推动沈阳英雄城市建设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
振兴。

【作者单位分别为辽宁中医药
大学、沈阳体育学院。本文系沈
阳市社科联2024年度英雄城市塑
造专项课题（syyxcs202413）研究
成果】

辽宁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发源
地，以其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开创性
作用，承载了推动国家发展的历史使
命，被誉为“共和国长子”，而沈阳作
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城市，则成为
了这片“长子土地”上的中坚力量，充
分发挥了辽宁的“长子情怀”，承载着
辽宁人民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
不仅推动了自身的振兴与发展，更成为
民族复兴的有力支撑。

“长子情怀”的历史逻辑

作为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与辉煌成
就的城市，从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在社
会主义建设的浪潮里、于改革开放的征
程中，沈阳以“长子情怀”见证了时代
的变迁。

解放战争时期，沈阳作为东北的重
要战略城市，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
展现出强烈的“长子情怀”。1948年11
月2日，沈阳解放，这座重要的工业重
镇重归人民怀抱。在党的领导下，沈阳
众多工厂迅速投入到恢复生产的进程之
中。沈阳的兵工厂积极生产枪支弹药，
为前线部队持续输送武器装备。经统
计，这一时期沈阳的兵工厂每月可生产
各类枪支达数千支之多，弹药数十万
发，极大地提升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能
力，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
的物质保障。

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一五”计
划时期，沈阳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
基地。这一时期，沈阳的重工业和机械
制造业迅速崛起，成为国家工业化进程
中的中坚力量。在“一五”计划时期，
沈阳人民响应国家号召，支援新的工业
建设项目，在为国家建设供应了大量的
工业产品的同时，也向全国各地输送了
大批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以无私奉献
精神推动了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
阳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改革开放政策

的实施也为其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
经济转型中，沈阳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
自主研发。市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
投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
级。党的十八大以来，沈阳的 GDP 年
均增长率达到6.7%，经济发展展现出强
劲势头，尤其在汽车、电子信息和新材
料等新兴产业方面，沈阳不断引入外资
和技术，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结
构，使得沈阳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能够
始终保持强大的韧性与活力。

“长子情怀”的价值蕴涵

责任与担当是“长子情怀”的核心体
现。作为国家的工业长子，沈阳在国家
建设的各个时期都肩负着重大使命。从
为国家提供工业装备到推动技术创新，
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到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沈阳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积极履行自身职责。这种责任与担当，
是沈阳“长子情怀”的核心价值所在，也
是沈阳人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体现。

奉献与牺牲是“长子情怀”至关重
要的精神内涵。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
沈阳人民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汗
水和智慧。他们为了国家利益，不惜牺
牲个人利益，为国家的工业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这种奉献与牺牲精神，是沈
阳“长子情怀”的重要体现，也是沈阳
人民崇高精神境界的生动写照。

创新与进取是“长子情怀”在现代
化进程中的重要表现。沈阳作为中国
重要的工业基地，一直以来都注重技
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沈阳的企业和科研机构都在不断
地探索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为国家的
工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这种创新与进
取精神，是沈阳“长子情怀”在新时代
的重要体现，也是沈阳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所在。

团结与协作是“长子情怀”的重要
支柱。在沈阳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各个

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企业
与政府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
系。在重大项目的建设中，沈阳的企业
和工人总是能够团结一心，共同攻克技
术难题。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大家相
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渡过难关。这
种团结与协作精神，是沈阳“长子情
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沈阳人民战
胜困难、实现发展的重要保障。

“长子情怀”引领下的新时代
担当与作为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长子情怀”不仅是沈阳独特的文化精
神，更成为推动城市发展与社会进步的
重要动力，激励着沈阳人民在各个领域
展现出更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响应国家战略，助力振兴发展。进
入新时代，沈阳深度融入国家区域发展
战略，成为东北振兴中的关键力量。沈
阳作为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不断强化
自身在区域内的引领、辐射和带动职
能，积极与周边城市开展全方位的产业
协同发展。

践行社会责任，凝聚团结力量。在
新征程上，沈阳人民更加注重履行社会
责任，积极参与公益与志愿服务。无论
是在推动扶贫，还是在环境保护等方
面，沈阳人民以实际行动展现出强烈责
任感。这种共同努力的精神，不仅推动
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也让“长子情怀”
在每个市民心中生根发芽。

“长子情怀”在沈阳的发展历程中不
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正是这种深厚的情感和无私的奉献精
神，成为沈阳人民共同的精神纽带，铸就
了沈阳作为英雄城市的脊梁，激励着沈
阳人民奋力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
役”，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沈阳新篇章！

【作者单位：沈阳建筑大学。本文
系沈阳市社科联2024年度英雄城市塑造
专项课题（syyxcs202415）研究成果】

沈阳是共和国工业奠基地，为国家
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了重要的历
史性贡献，在助力加速国家工业化、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留下了浓重
的一笔。在继续传承工业文明的进程
中，要通过深挖工业文化内涵、回溯
工业发展历程、开发工业特色旅游，
用独特的精神内核、卓越的精神追
求、强劲的城市影响力，共同助力沈
阳英雄城市的塑造。

深挖工业文化内涵
展现英雄城市精神内核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离不开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业
是城市文明的亲历者、见证者。工业文
化是工业生产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
制度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文
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构建现代
化城市的不竭动力和建设高水平精神文
明的内在要求。沈阳是一座有着深厚工
业基础的城市，也是一座具有丰富工业
文化内涵的城市，工业文化承载着沈阳
工业发展的辉煌成就，其蕴含的价值观
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精神内核，
在沈阳振兴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激
励与引领作用，也展现了沈阳英雄城市
的独特精神内核。因此，要深入挖掘工
业文化内涵，进一步生动诠释沈阳作为

“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情怀和担当。通
过深挖工业文化内涵，激发沈阳人民灵
魂深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工业文化
旗帜高高飘扬，不断为英雄城市塑造注
入强大精神动力，提升全市人民对家乡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励每位城市建设
者不断奋勇向前、开拓进取。通过深挖
工业文化内涵，也可以打造沈阳工业英
雄城市的响亮名片，呈现出沈阳作为一
座英雄城市的独特精神内核。

回溯工业发展历程
凸显英雄城市价值追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沈阳就是国家重
点建设的工业基地。作为新中国工业的
摇篮，沈阳在新中国工业史上曾获得无
数响彻全国的荣誉，这些荣誉凝结了众
多工人勤劳和智慧的结晶。1950 年 9
月，沈阳第一机器厂接到了制造新中国
第一枚金属国徽的任务。为了不辱使
命，工厂的车间内彻夜灯火通明。没有
炉子，工人们就砌了个砖炉；没有化铝
罐，他们就自制铁罐代替；没有脱氧
剂，他们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
水温度的仪器，他们在炉前肉眼观察铝
水颜色的变化。经过全厂工人的共同努
力，终于成功地铸造成新中国历史上第
一枚金属国徽。从此，沈阳的工人英雄
们踔厉奋发，赓续前行。他们带着这种
顽强拼搏的精神，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历
史第一，为加速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
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国家建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回溯历
史，作为新中国工业发展奠基石的英雄
城市，沈阳始终以健康向上的工业文
化，演绎着自强不息、无私奉献、恪守
岗位的价值追求。

开发工业特色旅游
提升英雄城市影响力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
要合理开发工业特色旅游，发挥工业遗
产对英雄城市塑造的推动作用。一方
面，要有效保护工业遗产。沈阳有深厚
的工业文化遗产和人文景观，劳模精神
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毛主席的
好工人”的尉凤英就是劳模精神的完美
体现，她爱岗敬业，刻苦钻研，自力更
生，开拓进取，从1953年至1965年12
年间，她完成了技术革新177项，其中
重大技术革新 58 项。正是像尉凤英这

样无数爱岗敬业、勇于担当的英雄劳模
支撑起了沈阳坚实的工业基础，他们始
终用实际行动践行并弘扬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引领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
大进程。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石，保
存好这些工业遗产十分重要。作为全国
宣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
重要阵地，沈阳兴建了“劳动模范纪念
馆”“中国工业博物馆”“沈飞航空博览
园”“罗阳纪念馆”“红梅文创园”等以
工业特色和弘扬劳模精神为主题的红色
旅游示范地，彰显了沈阳这座英雄城市
中杰出工人代表和劳动模范的责任与担
当，是对沈阳工业遗产的有效保护。

此外，要合理利用工业遗产。发挥
工业遗产和劳模精神对沈阳英雄城市塑
造的推动作用，优化工业特色旅游景区
的建设不可忽视。要让工业遗产和劳模
精神“活”起来，让传播手段“新”起
来。在主题展示上，可聚焦于数字技术
赋能工业特色旅游景区建设，借助声光
电等现代化手段，进行全面、立体、生
动地介绍和展示，使工业特色旅游场景
更具科技感和现代感。可通过VR展演
和实景演出等开展沉浸式观展活动，让
历史人物“动”起来，提高工业特色旅
游体验的趣味性、真实性和参与性，使
参观者身临其境，感受并汲取沈阳工业
遗产的宝贵精神财富，从中得到启示和
教育。还可充分利用工业旅游景区的文
化教育价值，开发“工业文化+研学”
旅行路线，设计独具工业文化特色的文
创产品，通过打造新旅游场景、激活新
消费业态，增强沈阳作为一座英雄城市
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助力沈阳英雄城市
形象的塑造。

【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本文
系沈阳市社科联2024年度英雄城市塑造
专项课题（syyxcs202416）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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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是辽宁发展的底色，是沈阳这座英雄城市薪火相
承的精神亮色。“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
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雷
锋精神发祥地”共同见证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情怀和担当，
书写着红色文化的迭代和传承，诉说着英雄人物的奋斗与辉
煌。“六地”精神深深植根于百年辽宁的发展历程，见证着革
命传统、传承着红色基因、记录着中华儿女砥砺奋进的伟大
征程。近百年来，无数英雄儿女投身到为祖国建设的伟大征
程中，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英雄历史、英雄业绩，并形成了
沈阳这座英雄城市的精神内核。

抗日战争起始地培养了沈阳
人民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坚强意
志。从东北军 620 团团长王铁汉
打响东北抗战第一枪，到中国共产
党第一篇抗日宣言、党领导的抗
日斗争，再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在沈阳揭幕，沈阳创造了我国抗
日战争史上的多个第一。无畏的
沈阳人民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
多座精神丰碑，涌现出了九一八之
夜与日军展开残酷巷战的黄显生、
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英勇战斗的
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东北
抗联英烈、冒着生命危险编纂

《TRUTH》并向国联调查团实名
递交日军侵华罪证的沈阳“九君
子”。面对日寇的侵略行径，中共
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更是提出

“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与东北人
民共患难、同生死”的铿锵之
音。正是这些无畏生死的民族先
烈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
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坚强意
志，同时也激励着新时代的我们
不懈努力、报效祖国。

解放战争转折地塑造了沈阳
人民心系民族、不懈奋斗的精神品
质。辽宁，是解放战争转折地。辽
沈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与
国民党军队人数发生显著变化，中
国人民革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
新的转折点。在辽沈战役中，解放
军展现出了严明的纪律性和优良
的作风，如“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
的故事，体现了军队与人民的深厚
情谊和军队铁的纪律性。英雄的
沈阳人民更是展现出了对民族解
放事业的广泛支持，广大人民群众
积极参与支前工作，为解放军提供
了巨大的后勤保障和精神支持，可
以说人民的支持是解放军取得胜
利的重要基础。战争的硝烟已然
散去，历史应当为人民所铭记。面
向未来，我们更应从历史中获得启
迪，不断完善克敌制胜的法宝。

新中国国歌素材地觉醒了沈
阳人民勇往直前、自强不息的民族
意识。《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
民族生死危亡关头，凝聚着中华儿
女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怒吼。九一
八事变后，桓仁成为辽宁民众自卫
军的策源地。1932 年 4 月 21 日，
在桓仁师范学院举行了声势浩大
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誓师大会”，

“荡涤丑虏”“还我河山”等巨型条
幅震撼人心，“以血肉之躯驰于硝
弹之中奋勇杀敌，中国存亡关头，
我们东北民众已义愤填膺，万众一
心者也，冒弹雨直进”的通电，激励
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桓仁的
抗日历史和精神，成为传承红色印
记和革命精神的重要部分，激励着
后人继续发扬爱国精神，同时也为
新中国国歌提供了现实原型和典
型材料，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勇

往直前、自强不息。
抗美援朝出征地提振了沈阳

人民捍卫国家主权、保卫领土完整
的决心、信心。1950 年 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丹东出征，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角从这
里吹响。辽宁作为抗美援朝战场
大后方的前沿，共向前线输送
32.15 万人参军作战，246.2 万人
参与各种战勤工作，为抗美援朝战
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
一辈革命家为维护国际正义、捍卫
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所建立
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
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将士以及所有为这场战争胜
利作出贡献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
士们，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
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新时代，新
征程，我们更应铭记先烈，珍惜当
下，不断增强捍卫国家主权、保卫
领土完整的家国决心与信心。

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塑造了沈
阳人民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的实干
精神。辽宁被誉为新中国的工业
摇篮，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炉钢
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
机、第一艘万吨轮船等众多“第
一”。“一五”计划时期，辽宁承担了
国家 156 个重点项目中的 24 项，
占总数近1/6，为新中国工业化建
设输送了大批人才，为我国国防工
业建设和国家工业整体布局作出
了历史性贡献。其中，直径 2 米
宽、竖直径2.4米高、重达487公斤
的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由沈阳
第一机器厂完成，受限于技术条
件，工人们通过创新和不懈努力，
用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来测
试温度，用木棒搅拌脱氧，以及自
制铁罐代替化铝罐等土办法顺利
完成了金属国徽的制造。众多第
一的背后，象征着沈阳人民艰苦创
业、勇于创新的实干精神和浓烈的
爱国精神。

雷锋精神发祥地强化了沈阳
人民无私奉献和乐于助人的优秀
品质。辽宁是雷锋精神发祥地，是
少年雷锋成长为工人雷锋、共产主
义战士雷锋的地方，也是雷锋精神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地方。在辽
宁，雷锋形成了热爱党、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
念，以及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
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对雷锋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
论述，指出要“让雷锋精神融入日
常、化作经常，让雷锋精神在新时
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正如

“当代雷锋”郭明义，他以践行雷
锋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热
心公益、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
不求回报，以实际行动为塑造沈
阳英雄城市贡献力量。

弘扬辽宁“六地”精神
塑造沈阳英雄城市的价值意蕴

弘扬辽宁“六地”精神
塑造沈阳英雄城市的实践路径

“长子情怀”铸就英雄城市脊梁
□武青艳 徐鹏

传承工业文明，助力沈阳英雄城市塑造
□戢虹雨

2024年9月30日，第十一个烈
士纪念日。辽宁省暨沈阳市向烈士
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在沈阳抗美援
朝烈士陵园举行。 张文魁摄

□蔡晓楠
张 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