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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主席与中共中央就要离开

西柏坡。毛泽东凝视曙光初露的远方，与周恩来总理有这

样一段对话—— 

“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毛泽东风趣地说。 

周恩来点头回答：“我们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60 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

了优异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关于“赶考”的论述，重申了“赶考”

精神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

先后多次在重大场合、重要会议上强调党的“赶考”远未

结束：“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

第二个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再次发出赶考之问，要求全

党认真作答“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

我想，这一问指向鲜明，意涵深远。不忘来路，走好未来

的路，作为科研人员，我们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应该怎样学

习、继承、发扬“赶考”的精神和风范，结合脚踏实地的

地理学学科特色和共产党先辈自警自律自我革命的精神，



向人民交出一张无愧于先辈、令人民满意的答卷呢？过去，

赶考精神是腥风血雨吓不倒、日伪暴行杀不绝、荣华富贵

诱不走，而今天，我要迎接新时代新课题、面对科学院重

建重振的新考验，带着蕴含丰富精神鼓舞的“来时路”，

我们应当静心思考，怎么做才能不辜负我们的这个时代、

不辜负人民群众。 

始终坚持赶考精神，是共产党人成功的精神力量，更应

该成为科学工作者不变的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

习本领是必须具备的第一位本领，要善于把学到的本领运

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

求知。”科学工作者弘扬“赶考”精神，重要的是要增强

学习本领。 

在新时代河南省科学院重振重建的背景下，弘扬“赶考”

精神要求我们夯实学习能力、增强学习本领，要有本领不

够、时不我待的危机感，努力学习、克服本领恐慌、能力

恐慌。进入新时代，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具体

而言，学习内容要体现全面性和系统性，不仅要在专业学

术知识层面时刻巩固、发展、突破，还应认真学习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深悟透、融会贯通，不断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

政之本，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做到知史爱国，常怀忧国

忧民之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科学理论知识既要向书本学习也

要向实践学习，既向专家学者也向人民群众学习学习，要

注重运用和解决实际问题。河南省科学院地理所人要善于

把科研本领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指导实践、推动学术研究的实际行动，学习“农民院士”

袁隆平、朱有勇等先进典型，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学问

做进群众的心坎里，用科研实力、科学家精神不断“赶考”，

把正赶考方向，走稳赶考之路，交出合格考卷。 

河南省科学院重建重振的赶考之路上还有诸多的诘问，

我们地理所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发挥地理学人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脚踏实地、知行合一的学科精神，不

断强固赶考信念、检视赶考成果、振奋赶考状态、提高赶

考能力，在新时代新科学院的赶考中越考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