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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我们可从本职工作做起

                   萧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了文化自信，对此，

如何解读。笔者以为“文化自信”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名词，更不是一

个口号！在当下提倡强调“文化自信”既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亦有可

行的现实条件，是可以真正践行的行动指南。

文化自信属于精神范畴，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灵魂，是凝结了过

往的文明史。上下五千年且从未断裂过的优秀深厚的传统文化正是我

们今天可以自信的“根”和“魂”。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已然是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今非昔比，当代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极

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 ，

一句话道出了精神与物质的依存关系。虽然我们有足够多的可以用来

自信的“精神”。但如果仓廪不实，如果我们今天仍食不果腹，衣不

蔽体的去大谈什么自信，岂不成了“俺们祖上也曾闹过”的阿 Q 式

的自信。因此今天强调提倡文化自信正当其时。

前面说了，文化自信不仅是一个名词，更不是一个口号，它需要

我们一起去践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情

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革故鼎新”的创新思想；

“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理念等等中华民族有诸多的精神追求。

这此优秀文化传承当然值得我们去积极挖掘弘扬！同时，作为水利人

在弘扬上述“国家”层面的文化自信同时，更应从我做起，从本职做

起，在日常工作中自觉践行。



至于如何践行，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是要讲好水利故事，发出水利

声音。上古的有“大禹治水”、经典的有李冰父子和都江堰，阿拉宁

波的有王元暐和他的杰作它山堰等等。千百年来，中国有无数水利工

程，其对应的有太多的水利故事可讲，这些故事所蕴涵的精神文化足

够我们自信，只是我们以前讲得很不够，发声不够大！史书记载中关

于治水内容绝对是历朝历代、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多少水工设

施兴衰于潮起潮落之间，其中又有多少治水先贤呕心沥血、义无反

顾…… 近期，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社科联联合发出倡议：携手推进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此，北京社科联牵头主持，于 1 月中旬

召开了运河沿线省市社科联同时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研讨会，

共商如何最大范围地讲述好运河故事，普及好运河知识，提升运河的

价值，这一切如果能深入下去，弘扬开来，相信我们的自信会由然而

生！

此外，除上述诸多的“国家”文化之外，作为一个较特殊的行业，

水利人还有自己六字概括的行业精神，即“献身、负责、 求实”。以

笔者理解，这六字既是对我们历代治水先贤们身体力行的治水精神的

高度概括，也是我们今天广大水利工作者们的行为要求。六字精神内

涵丰富，寓意深刻，它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历史文化传承。本刊在以

前发过的文章里曾说过，水利人很辛苦，但水利人也享受着其它行业

不多见的历史荣光。因为水利工程多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笔者认

为，从这个角度说，今天我们自觉以六字精神为思想指导，立足本职做好工

作就是文化自信的自觉践行。另一方面，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今天的工作

就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文化自信植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