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庆祝建党 9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把“精神懈怠的危险”置于“四个危险”之首，真是

振聋发聩，给人警示。精神，是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人健康、
信仰、志向、勇气、意志、毅力综合体现。

总书记的警告是针对全党的，当然也包括高教界。 从党

内和高教系统实际考察，一些同志的精神懈怠问题主要有如

下表现：
理想信念淡化。 有人认为，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

途，有钱就图。思想空虚，精神萎靡，人格低下，道

德沦丧。 理想信念困惑、迷惑、动摇。 个别人错误

喊出：理想是远的，信念是空 的，权 利是 近的，金

钱是实的；要抛弃远的，放弃空 的，抓 住近 的，捞

取实的。
人生目标虚化。有的人生悲观、郁闷、失落。心

理阴暗、思想极端，浑浑噩噩、虚度 光阴，唯利 是

图、狭隘自私。对什么都表现出没兴趣、没意思。活

着没意思，死了也没意思；结婚没意思，不结婚也

没意思；闲着没意思，干活也没意思。看破红尘，混

日度年，得过且过，破罐破摔，大事干不了，小事不

想做。 无端的打发时光，无端的消耗生命，无限的

缩小自我。
社会责任弱化。 有的责任感、使命感不强。 忽

视社会责任，忽视国家利益，忽视德行修养。 对工

作挑三拣四，对困难避而远之，对责任避重就轻。
在承担责任上存在认识误区： 无用，“大家都不负

责任，我一个人负责任也没用。 ”吃亏，“别人对我

不负责，我对别人负何责。 ”唯上，“领导要求我就

做，领导不说我不做。 ”功利，“对个人前途有利的

责任才算是责任。 ”
思想观念僵化。有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瞻

前顾后、等待观望，小进则安，满足 现状，坐井 观

天、夜郎自大。 小农意识、计划观念、封闭心态根

深 蒂 固，改 革 意 识、市 场 观 念、开 放 心 态 树 得 不

牢。 眼光短视、思想老化、观念滞后，导致在犹豫

不决中丧失机遇，在不知不觉中拉大距离。
价值取向物化。 还有的价值取向多元功利，用金钱衡量

事物，用物质看待社会。 有人说得很物质，有人走得很物质，
有人笑得很物质。价值主体自我化，价值取向功利化，价值目

标短期化。
上述精神懈怠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的精神状态，影响高

校改革创新进程，造成以下后果：“怕”，畏缩不前，怕冒风险，
怕出乱子，怕担责任。患得患失，不敢改革。畏首畏尾，不愿改

革。“旧”，因循守旧，跳不出旧思想，想不出新办法，拿不出新

举措，走不出新路子。“懒”，庸碌无为，不了解新形势，不研究

新问题， 不探索新规律， 不知道抓机遇， 盼着天上掉馅饼。
“浮”，浮躁、烦躁、焦躁、狂躁。 心神不安，心绪不宁；热衷应

酬，忙于事务；不好读书，不勤读书，急功近利，好大喜功。 不

看实际情况，不抓实际问题，一阵风，大忽隆。 “满”，不思进

取，局限过去做法，满足已往经验。盲目自满，无所用心，计无

所出，固步自封，沾沾自喜，沽名钓誉。
目前，高校处于改革创新关键时期，既面临诸多机遇，也

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和坚决克服精神懈怠的危

险，认真自警自醒自强，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改革创

新，锐意进取。
要有更大的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是一个永续的过程，不

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过去思想解放不等于现在思想解放，
现在思想解放不等于永远思想解放，一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不等于所有问题思想解放。 实践没有止境，思想解放就没有

止境。高校在计划经济环境里，封闭社会格局中，落后传播方

式下形成的一些思维定势，还没有完全改变。 这既是差距所

在，更是思想解放空间。我们要善于从纵比和横比的

结合上重新审视自我， 从固有的经验和做法中大胆

突破自我，从发展目标选择与定位上勇于超越自我。
只有敢于突破思想束缚，积极转变观念，才能创新思

路，赢得主动。
要有坚定的改革信心。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抉择，同样改革也是实现高校优质发展的必然

选择。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释放体制和发展要素效

能的关键举措，高校发展根本出路靠改革，破解发展

瓶颈、质量难题也要靠改革。我们要坚定信心，敢于碰

硬。 勇于改革，勇于创新。 实践证明，主动和被动是不

一样的，冲和等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世界，资源是有限

的，市场是有限的，竞争是残酷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敢闯敢干，保持蓬勃向上的朝气、
开拓进取的锐气、不畏艰险的勇气。

要有真抓的实干精神。科学探索重在求真，改革

创新必须务实。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邓小平讲，“不

干，半点马克 思主 义都 没有”。 要脚 踏实 地、真 抓实

干，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讲具体。一具体就突破，
一具体就深入，一具体就落实，围绕具体下功夫。 从

具体问题抓起，从一件一件实事抓起，一项工作一项

工作落实，一个领域一个领域 深化，作出 明确 的、具

体的、可操作、可检验 规定，形成 有效 机制和 长效 机

制。
要有远大的人生追求。 人生有目标、有追求，就

是要活的有意义、有价值，把本职工作当作终身事业

奉献聪明才智。黑格尔曾经说过，这个世界的精神太

忙碌于现实，太服务于外界，而没回到内心，转回自身，徜徉

于自己的心灵家园中。 时代正在巨变，一颗没有精神家园的

心灵，不可能去思考自己的生命和价值，也不可能对事业有

真正执着追求。 职业是谋生饭碗，事业是人生追求。 职业是

外在岗位规范要求，事业是内心自觉追求。从学业到职业，是

人的社会身份的转变；从职业到事业，则是人的精神境界的

转变。 职业是社会分工，事业是自我实现；职业是功利的，事

业是超越的；职业是被动的，事业是主动的。只有把职业视为

事业，才会激发改革激情，享受创新快乐。
要有强烈的责任担当。 强烈的责任感是改革创新前提。

责任出精神，出勇气，出力量。 人的潜能因为有责任才变得

更强大。不患无策，只怕无心，那种遇事就躲，遇事就烦，就轻

避重，对上阳奉阴违，对下我行我素的人是没有责任的。责任

是最高价值，责任是第一位的。改革创新是我们神圣职责，负

什么责？ 怎样负责？ 必须常在脑中转，常在心里留，切实做到

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敢于问责。
【作者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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