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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创建人民卫生事业的实践中铸就了红医精神，成为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医精

神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并随着时代的前进被赋予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等各个时期的内涵和特质。进入新时代，红医精神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发展中与时俱进，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时代价值和感召力。论文从文化维度、社会维度和教育维度来阐

述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vast army and the people to cast the spirit of red medicine in the practice of 
creating the people’s health cause,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d gene. The spirit of Red medicine contains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endowed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spirit of Red medical spirit has been constantly innovating in its inheritance,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in its development, and radiating the unprecedented value and appeal of the Times. The text expound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red medicine spirit from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social dimensions and educational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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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及创建发展人民卫

生事业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革命精神 [1]。红医精神形成、发

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实

现初心和使命的奋斗史。学习并传承红医精神，其实质就是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促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1]。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进入了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红医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对中国卫生事业的发

展起到了精神支持和思想引领的作用。论文从文化维度、社

会维度和教育维度来阐述红医精神的时代价值。

2 红医精神“文化维度”的时代价值
红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部分。红医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

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

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意识；救死扶伤、敬佑生命的革命人

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 [1]。这些精神

特质昭示着红医精神的新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坚定新时代

医务工作者的政治信仰和筑牢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精

神两个层次。

2.1 坚定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政治信仰
1931 年，毛泽东主席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中国

共产党第一所军医学校）确立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

办学方针。毛主席始终强调“医生一定要政治好”，要保持“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随着时代变迁 , 医疗卫生事业已经

发生变化。服务对象从以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为主体 , 变为

以人民为主体；服务条件从战时的医疗环境变为社会主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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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医疗环境；服务内容从战争时的战争创伤为主转变为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3]。然而，无论时

代内容和主题如何变化，“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信

仰是红医精神的首要内涵。一切职业道德与伦理都应该从属

于政治立场和信念，医务人员自身的政治素养对于其服务质

量具有极大的影响 [1]。

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价值取向和衡量

尺度。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多次要求为中央红色医院

“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在陕甘宁边区、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医务人员“为革命工作，为大众服

务”，不顾劳累，不怕牺牲，背着药囊深入敌占区，为当地

人民群众诊伤治病。红医精神中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

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意识，是在实践中一脉相承、不断发展

的。新时代，医疗卫生事业需要践行“政治坚定、对党忠诚”、

“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红医精神。例如，新冠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就是红医精神最好的传承和诠释，不惜一切

代价，尽最大可能抢救病患，尽最大努力保卫人民健康 [4]。

2.2 筑牢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精神
红医精神不仅要求医务工作者“技术优良”具有过硬的

专业素养，还要求医务工作者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素养。这

也是红医精神区别于其它革命精神的重要标志。“救死扶

伤、敬佑生命”的人道主义情怀则是红色医生的最高宗旨与

动力，是共产主义理想指引下红色医生从事服务工作的活水

源头。“理头苦干、艰苦奋斗”是红色医生在艰苦卓绝的革

命战争条件下工作作风与生活作风的真实写照。红色卫生事

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创建到发展的非凡历程。在医疗资

源匮乏、残酷而动荡的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卫生队不畏战争

的艰险，不惧环境的恶劣，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跋山涉

水给群众治病，体现了职业精神中的“不避险阻，一心赴救”；

为了壮大红医卫生队伍，他们克服封锁和包围，勤俭办学，

展现了职业精神中的“忠诚医业，精益求精”；为了建设社

会主义，他们响应全中央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

最艰苦工作岗位上，彰显了职业精神中的“无私奉献、不为

名利”。

新时代，红医精神为我国医疗卫生健康事业提供道德支

持，为我国医疗卫生健康事业提供精神营养。其要求医务工

作者不仅要在平时的医疗工作中“救死扶伤、敬佑生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要在重大灾难、突发应急事件面前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义无反顾、临危不惧；在基层、

农村偏远地区，“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在最需要的地方

发光发热。

3 红医精神“社会维度”的时代价值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

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将“健康中国建设”作为

项国家战略，提高到优先发展的地位 [5]。党和国家历来重视

卫生事业的发展，从社会维度，红医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有利

于医疗队伍的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从而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1 有助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目前我国当今，医疗卫生行业纠纷不断，医患关系依然

紧张，部分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出现滑坡，既不利于构建

和谐的医患关系，更不利于我国医疗事业的长远发展。当代

医生缺乏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是产生医患纠纷最主要的原

因，出现医生服务态度差、医生过度医疗和开大处方高价药

等现象 [6]。红医精神要求当代医务工作者不忘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从而提升职业道德水平。

医务人员只有忠于职守，以患者为本，顺应人民群众新

时代的健康新需求，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坚守职业信仰，做

到大医精诚、科学施治、合理用药，不断提高临床技术和服

务质量 , 才更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此外，随着疾病谱由急

性感染性疾病向慢性疾病的转变，与慢性病“共处”，是未

来需要面对的疾病模式。大多数慢性疾病都需要“互助合作”

的医患关系模式，医生帮助患者“自治”，更需要建立双方

建立长期的良性互动。

3.2 有助于构建健康中国
对于个体而言，健康是幸福的前提和基础，无健康也就

无幸福可言；对国家而言，确保人民健康、打造健康中国是

国富民强的根本 [7]。中国梦与健康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健康梦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是“健康中国”早日实

现的主力军和践行者。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而后十九大报告提出“为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大健康观 [5]。

红医精神为新时代健康观提供精神支撑，新时代健康观

是坚持红医精神的现实基础，两者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

民的利益为保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要进一步弘扬红医精神，用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不断增

进人民健康福祉，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保驾护航。

4 红医精神“教育维度”的时代价值
现代医学教育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有机统

一的科学教育体系。其中人文属性是其本质所在，医学的一

切活动指向人，以维护人的健康为最终目的，人文精神是医

学的灵魂。在现代医学教育中，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塑造和培

养显得尤为重要。红医精神所蕴含的政治理想追求、人民健

康理念及优良作风传统，既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又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因而，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文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价值引领作用和文化育人功能。

4.1 有助于提高医学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医学生的

价值共识
红医精神继承中国革命精神，既富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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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又有着独特的思想内涵 [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文新时代，

红医精神不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医学院校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目前，很多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专业技术的

学习各行其道、各司其职，存在着相互脱节和割裂的现象，

两者结合与融合的程度不够，更该不上相互协同与相互促

进。红医精神能够在思想品德教育与专业技能教育之间起到

一个最适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使两者相互促进，形成协同

效应 [9]。生动的红医事迹、红医故事，对于医学生来说更为

亲切，有助于提高医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性和实践性。

此外，红医精神有助于培养医学生服务健康中国的爱国情

怀和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有助于培养医

学生献身医学的精神，提升知识学习逆境中的心理抗压素质和

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培养其对医生职业道德的认同感。 

4.2 有助于医学职业道德教育，培塑德才兼备的职

业操守
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也是人类灵魂的高尚追求，

道德教育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教育。红医精神和职业价值观有

着密切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红医精神有助于医学生形成

良好的职业价值观。以红医精神为基点，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髓，对医学生加强职业道德引导，进行医德基本原则的

规范教育，将他们塑造成为具备高尚医德品质和敬业精神的

群体。

医学生是承载着社会期望的重要群体，也是未来人民健

康事业的主力军。红医精神为培育新时代医学人才提供动力

支持。重温红医精神与红医文化，可以培养其对医生职业道

德的认同感。依托红医精神将医学的神圣使命和崇高精神作

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树立崇高的使命感，并在职业生

涯中将其付诸实践，决心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去救治处于

病痛和危难之中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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