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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精神的新时代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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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儿女在抗击外来侵略,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及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有其特定的生成逻辑、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其中,独特地理区位与优秀

传统文化为太行精神提供了重要根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为太行精神提供了理论指导,党领导

开展的革命建设实践是太行精神的生成土壤。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弘扬太行精神有利于坚定“四个自信”,有利于凝聚力量、推动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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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抗日战

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军民在争取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中用无数鲜血和生

命谱写了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

斗的英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09 年视察八

路军太行纪念馆时强调:“结合新的实际与时俱

进地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始
终保持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坚持执政为民

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锤
炼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始终保持知难而

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守党的政治本色,始
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推动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地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这一总结

论述为新时代弘扬太行精神作出了完整诠释和理

论指导,富有创新性与前瞻性。
本文深入探寻太行精神的生成逻辑、思想内

涵,以期进一步呈现太行精神的理论特质和时代

价值,在党领导人民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
为全体中华儿女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精神

力量。

　 　 一、太行精神的生成逻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底色,任何精神

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不怕牺牲、百折不挠、艰苦奋

斗的太行精神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

根据地,它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宝贵精神财

富,它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

践逻辑。
(一)历史逻辑:独特地理区位与传统文化基

因为太行精神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

历史长河总有源头,精神思想总有根脉。 太

行精神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

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从地理位置来看,太行山位于中国中东部地

区,宛若一道天然屏障,跨越北京、河北、山西、河
南四省,绵延 400 余公里。 其附近闻名遐迩的雄

关有娘子关、雁门关、紫荆关等,自古以来就是兵

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被誉为“表里河山”,具有开

展游击战的天然优势。 战国时期秦将白起截断太

行之陉,引发秦赵之间的长平大战;秦汉之际,刘
邦被困于荥阳、成皋之间,他采纳他人意见封锁太

行要道、占据飞狐关口、坚守白马渡口,终解战局

之困;汉末曹操率大军消灭了东出太行的袁尚,进
而荡平北方全境。 到了近代,在面临民族危亡的

时刻,太行山区亦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

场之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行儿女在太行山建

·65·



立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
血肉相博,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一系列

辉煌胜利。 太行军民在抗战过程中时刻以国家民

族利益为重,毫无保留地奉献人力、物力、财力,展
现出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团结协作精神和不怕

牺牲、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
热爱祖国、顽强不屈、自强不息这些优秀传统

文化基因是太行精神形成的思想渊源。 太行山因

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先后诞生了众多英雄神话:这
里有抟土造人兴地盛、炼石治水补天穿的女娲;这
里有不畏艰险变通途、感天动地的移山老人愚公;
这里有高山未尽海未平、愿我身死子还生的精卫

……这类神话传说鲜活地展现了太行先祖们面对

困境时的信心与毅力,显示了太行人民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的精神信念,在代代相传中不断铸就着

太行人民不惧危难、大智大勇、持续奋斗的民族精

神和气度品格。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

成果为太行精神提供了理论指导

太行精神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革

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的理论基础是马

克思主义思想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历史活动

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

队伍的扩大。” [2]287 这段话直接揭示了人民群众

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 以毛

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首次提出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开展新

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发

展正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指导下的必然产物。 太行

军民拿起刀枪武装起来,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

的阶层和力量,在物资短缺、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创

造性地将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百折不挠

地开展反侵略斗争。
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人类意识具有主观能动

性。 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

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

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

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3]55 这揭示了人

类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才能检验认

识的正确与否。 毛泽东同志将这一原理创造性地

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要求各项工作都应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

国民党提出“片面抗战”错误路线的情形下,坚持

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坚定不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通过建立

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好持久战

的重要典范。 广大太行军民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的指导下,心理上做好持久战的斗争准备,战术上

采取坚定理想信念、一定打赢正义之战的游击战

争,和衷共济,共渡难关。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太行

精神也在无形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客观规

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三)实践逻辑:广大太行儿女的革命建设实

践为太行精神的生成提供了丰厚土壤

思想源于实践,实践深化思想。 党领导的革

命建设实践是培育太行精神的思想沃土。 马克思

主义理论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

动。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

上,进一步对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作出了生动阐释: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

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
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4]296-297。 简而言

之,实践是认识的前提,认识是实践的思想升华,
没有伟大的实践便无伟大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建立以来,就致力于带

领全国人民探索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的道路,始终坚守着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 当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的铁蹄践踏华北大地之时,中国共产党

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团结广大军

民先后建立晋察冀、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共同打

响了保家卫国的新斗争。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

刻,太行儿女发扬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武装提供

粮食、弹药、被服等众多物资补给。 太行民兵开展

“麻雀战、窑洞战、地雷战”等灵活多变的群众性

游击战争,有力抗击了日军疯狂的 “扫荡” “蚕

食”。 抗日战争中,太行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

一心,团结一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

踊跃参加各类抗日武装,家家户户都涌现出“父
母叫儿打东洋”和“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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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解放战争期间,太行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开展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在长期艰苦

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党领导下的太行儿女不

惧磨难,不等不靠,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又一

曲抗日传奇,共同铸就了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太

行精神,展示了追求国家富强的爱国担当和追求

民族独立的崇高气节,成为激励炎黄子孙、华夏儿

女团结爱国、实现富强、走向复兴的精神瑰宝。

　 　 二、太行精神的思想内涵

新时代,我们只有全面准确理解太行精神的

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才能深刻理解太行精神的

时代价值,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其进一步继承和

发展。
(一)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

人民对事业的忠诚

理想信念犹如漫漫黑夜里前行的“灯塔”,决
定了我们的方向和立场,坚定正确崇高的理想信

念是太行精神的根本前提。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
太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所凭借的就是对

马列主义的崇高信仰,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

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

“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5]。
太行儿女为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人民幸福

而前仆后继,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

诚。 在中华民族危急时刻,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

代,广大太行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始
终坚持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和顽强不屈的革命意

志,义无反顾冲在前方,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

“蚕食”“三光”、扫荡围攻,坚决同国民党反动派

蓄意制造的军事摩擦和经济封锁作斗争,积极发

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为取得抗战胜利乃至全中

国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百废待举的

建设时期,太行儿女继承先辈吃苦耐劳、勇敢创业

的精神品格,立足自身独特的地理环境,将乡村振

兴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把论文书写在祖国大地

上,将科研服务于生产实践,涌现出像“让 140 万

亩荒山披绿,带领 10 万农民脱贫致富的李保国”
等为代表的一批楷模人物。 光荣岁月里,一代又

一代太行儿女为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人民幸福

而前仆后继,奉献青春热血。

(二)坚持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同

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鲜活

诠释。 始终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太行

精神的根本宗旨。 中国古代就有“民贵君轻”“君
主如船,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朴素民

本思想。 中国革命实践充分证明,“兵民是胜利

之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只有人民

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正因为如此,中国

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党来自人民,根基在人民,血
脉在人民,要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先,以人民利

益为重,矢志不渝地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

党的根本宗旨。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

军民将“致力抗日,服务民生”作为工作的主旋

律。 为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八路军、太行儿女

采取“生产自救”,将革命斗争与发展经济、改善

生产生活相结合,在根据地探索建立“三三制”民
主政权,组织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独立自

主参与根据地民主建设。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
民就把谁放在心上,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
力所聚,太行军民才能共同构筑起抵抗日寇铁蹄

的坚固堤坝。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太行山区

有 60 万名青年儿女参加八路军,15 万人加入中

国共产党[6],鸡毛信和消息洞遍布山间村落,各
地普遍建立起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

抗日群众团体,实现了军民完美结合,创造了人类

战争史上的奇观。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太行山区人民继续不等不靠,苦战十年引漳入林,
最终在太行山脉的悬崖峭壁上修成长达 1500 公

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改革开放时期太行山

区人民为打通山区脱贫致富路,建设成了五年工

期三年完成的全国第一条山区高速公路———太旧

高速公路。 进入新时代,太行儿女继承红色基因,
开创山区扶贫新路,致力于用科技助力乡亲发展

产业,不断改善群众生活,提升乡亲生活幸福感和

获得感。
(三)坚守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格,

始终保持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太行精神的精髓是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

神品格。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饱经磨

难,却绵延不断、历久弥新,依靠的就是坚韧不拔、
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古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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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集中表现了

太行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体现了

太行儿女无论遭遇多大困难,无论面临多大危险,
始终对未来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始终保持知难而

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无数太行儿女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同仇

敌忾、奋起抵抗,誓死不当亡国奴,敢于同敌人血

战到底,谱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 为动员妇女参

加抗日工作,共产党员李秀清奔走在田间乡野,身
遭叛徒出卖而深陷囹圄,最终选择慷慨就义;为掩

护群众和主力部队转移,狼牙山五壮士坚决阻敌,
宁死不屈,最终纵身跳崖;为保全前敌指挥部不被

日军偷袭,左权将军指挥突围,亲身断后,在突围

过程中不幸中弹、以身殉国。 据统计,抗战期间,
太行根据地有 1200 万石粮食被抢劫,伤亡人数约

17 万人,22 万间左右房屋被烧毁[7]。 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太
行儿女自力更生、辛勤劳作,开荒垦地、打井治渠,
积极治山治水治家园,淬炼出苦干实干的红旗渠

精神和通过互助合作实现由贫致富的西沟经验

等。 进入新时代,广大太行儿女依然保持着不畏

艰难,敢于胜利的革命姿态,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上不屈不挠,敢于与天

斗、与地斗,不断创造出荒山变绿林、旧村展新颜

的新奇迹。 概而言之,从革命战争年代抗击侵略

保家卫国,到和平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再到

新时代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太行军民在

逆境中展现出的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奋发有为的

高尚气节,彰显了无比高贵的人格光辉。
(四)坚守党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艰苦奋斗

的优良作风

艰苦奋斗是太行精神的鲜明底色,也是中国

共产党人优秀作风的鲜明体现。 中国共产党从石

库门走向天安门,从兴业路走向复兴路,靠的是谦

虚谨慎、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红色初心。 毛泽东

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后,为预防党内革命意志消

退,对全党上下强调,“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

工作。 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 共产党就是要奋

斗” [8]285。 血与火的事实证明,艰苦奋斗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优秀红色基因,这一精神底色伴随着革

命建设的实践过程,早已融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

人的精神血脉中。
太行山区千山万壑,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根

据地的粮食、衣物、弹药、医药等物资极度匮乏。

但越是矛盾和困难突出的地方,反而越能激发出

更强大的意志力量。 抗战期间,一面是日寇实行

惨无人道的“扫荡”“三光”政策,一面是人民群众

遭遇严重的旱灾、蝗灾。 为此,太行儿女一边革命

一边生产,灵活运用游击战术,“敌人前面赶,我
往后退一退;敌人到老巢去了,我再种前面的地;
敌人在前面打枪,我种后面的地”,不仅解决了战

时物质匮乏的困难,而且锻造出太行军民勇于奉

献、敢于胜利的英雄本色,为太行精神的形成注入

了红色基因血脉。 邓小平同志在回忆太行革命根

据地的生活时,将其概括为“吃苦”,并作出高度

评价: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

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
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

个“奇迹” [9]77。 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儿女继续传

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力更生,夜以继日地把

粮食、弹药等物资转运到前线,护送伤员到后方,
支援前线作战。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太行儿女抱

着改变积贫落后现状,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

信念,继承和弘扬不怕吃苦、奋斗到底的精神,创
造出治山、治水新奇迹。 新时代的太行儿女继续

赓续红色精神血脉,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强意

志,立足自身环境,在变局中开新局,改善培育区

域特色产业,依靠自己勤劳致富,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征程上书写了新的篇章。

　 　 三、太行精神的时代价值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凝聚伟大

力量,伟大力量实现伟大梦想。 太行精神是中国

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重要精神财

富,历久弥新而内化于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为中

国共产党人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
起来”提供了红色基因血脉和精神支撑。 当下我

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党带领团结全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面对这一伟大事

业,只有继承发扬太行精神并与时俱进地发展下

去,以伟大精神激励滋养伟大事业,才能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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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
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

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 [10] 太行精神最初是由党的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太行儿女在与日本帝国主

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艰苦斗争、浴血奋战过程中铸

就而成,而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党
领导下的太行儿女继承这一红色基因,为国家

“富起来、强起来”而不断奋斗、顽强进取。 它与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精神同根同源、一脉相

承,同属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行精神作为抗战时期老区精神的典型代

表,历经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年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生动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共同

富裕的坚定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

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
代代太行儿女艰苦奋斗、团结一心,为了更加美好

的新生活不懈努力,不断创造出“战太行、富太

行、美太行”的新奇迹,不断涌现出艰苦奋斗、创
新进取、团结协作的英雄人物。 从历史维度来看,
这种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精

神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一脉相承,是
共产党人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

这个根本问题,主动遵循历史客观规律,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写照,彰显

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二)太行精神是新时代坚定“四个自信”的

重要载体

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实相结

合的精神产物,其背后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军民坚持全

民族统一抗战的政治路线,团结协作,通过开展艰

苦卓绝的游击斗争,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靠
的正是这种精神。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始终关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
共产党人没有照搬苏联的“城市中心论”,而是结

合中国实际国情,选择了走一条“走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

利;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

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优

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率先实现 “一化三改

造”,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坚持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道路,鼓励“先富带后富”,进而不断改

善人民生活,努力实现共同富裕。 太行精神是太

行儿女在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
同时也是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

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鲜明缩影,更是中国共

产党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好诠释,这一切巨大成就的取

得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迈向复兴征程的底气和力

量。 因此,太行精神亦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坚定“四个自信”的重要载体,也是“四个自信”的
实践确证。

(三)太行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精神动力

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

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11]149 这里的

“历史的进步”不仅指的是人类在应对灾难过程

中的主动总结与反思,还指在人类战胜灾难实践

过程中对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力量传承和发展。 习

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

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
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

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12]中国共产党领

导创造的太行精神并非凝固停留在特定的历史环

境中,而是能够随着实践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得

以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它是中华民族在逆境中

奋斗的精神产物,具有激励人、团结人、滋养人的

重要功能。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发展而延绵不绝、生生

不息,依靠的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

红色基因血脉的代代传承。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建国

的根基,也是全体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的重要根本。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

期,实现伟大理想的过程一定不是通过敲锣打鼓

就可以实现的坦途,必然会有艰巨繁重的任务,必
然伴随着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风险挑战。 历史和

实践证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不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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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沉淀,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

和滋养。 太行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

族精神的当代体现,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自身独特的深刻内涵

成为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有力诠释。 奋斗百年

路,起航新征程,继承和弘扬太行精神,将有利于

进一步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团结绘就

中华民族同心圆,持续提升中华儿女向心力、凝聚

力,共同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
断夺取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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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aihang Spirit in the New Era

ZHANG Fei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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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hang spirit is formed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Taihang sons and daughters under the lead-
ership of the CPC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seeking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eople’s liberation, and car-
rying out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which has its specific generation logic,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the times. Among them,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e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Taihang spirit, Marxist theory and its achievement of sinicization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aihang spirit, and the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carried ou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the generation soil for Taihang spirit. On a new journey towards realizing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aihang spir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of the CPC members.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aihang spirit will help strengthen “ the four confidences”, gather strength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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