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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020

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西安

交通大学时指出，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艰难

困苦中历练、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值得

骄傲的就是我们的这种文化自信，我们一

定要有这种文化自信。”思想文化是大学的

灯塔和灵魂，它指引大学前进的方向，影响

大学发展的根基，更决定了大学育人的质

量。为进一步提升学校文化建设的质量与

水平，做好“十四五”文化建设规划，加强文

明校园建设，党委宣传部开展了大学文化

建设问卷调查，覆盖兴庆、雁塔、曲江、创新

港四个校区，涵盖教职工、本科生、研究生、

离退休教工等不同群体，共计回收有效问

卷2807份。

一、学校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近年来，学校不断加强思想文化建设，

以“思想交大”建设为统领，以破的勇气、力

度和立的智慧、能力并举，不断强化理想信

念教育，以爱国主义铸魂，集体主义聚力，

英雄主义担当，乐观主义鼓劲，“奋翅起高

飞”的文化氛围愈发浓郁，“塑心、育行、绘

象、造境”的思想文化格局已初显成效。问

卷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师生对文化建设的认同感较强

师生高度认可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

为 至 关 重 要 和 比 较 重 要 的 比 例 达 到

97.4%；师生普遍认为，学校文化底蕴深厚，

文化特色鲜明，学校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

升 ，认 可 比 例 分 别 达 到 92% 、84.5% 、

94.1%（见图1）。

图1 师生对文化建设重要性认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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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对文化内涵挖掘较为充分

关于文化资源的挖掘，大部分师生认

为较为充分，但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认

为学校对历史文化，西迁精神，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四面旗帜”

的内涵挖掘与传承非常充分和比较充分的

比例分别达到 82.9%、93.5%、80.4%（见图

2）。

图2 师生对学校文化资源挖掘充分程度

的认知

3.师生们心中的文化标识相对集中

89.1%的师生认为，学校的标识系统明

晰（见图 3）。大家认为，最能代表交大的

精神元素排序依次为：西迁精神（58.1%）、

校训（19.9%）、校歌（8.8%）、校徽（5.9%）、校

风（5.7%）（见图 4）；最能代表交大的地标

依次为：钱学森图书馆（24.5%）、饮水思源

碑（21.7%）、交大西迁博物馆（12.2%）、北门

（11.5%）、四大发明广场（6.9%）、涵英楼

（6.4%）（见图 5）；最能代表交大的植物元

素依次为：梧桐（63.2%）、樱花（25.4%）、雪

松（7.9%）。

图3 师生对于学校标识系统的明晰程度

图4师生对交大精神元素代表性偏好分布

图5 师生对交大地标代表性偏好分布

分析不同校区师生对于文化地标的选

择发现，彰显对于本校区文化自信度的比

例依次为：兴庆校区（96.23%）、创新港

（21.66%）、雁塔校区（12.08%）、曲江校区

（1.61%）。

图6 师生对文化景观了解度

图7 师生对文化场馆了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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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师生对文化书籍了解度

大部分师生对于学校的文化景观和文

化场馆都有所了解，但不太了解的比例仍

占到11.58%、10.4%（见图6、7）。而对于学

校的相关文化书籍，未读过的比例接近一

半（见图8）。

4.创新港校区文化建设亟待加强

46.6%的师生认为创新港文化建设需

要加强；其次为雁塔校区和曲江校区，占比

均为21.85%；认为兴庆校区需要加强文化

建设的比例仅为9.7%（见图9）。

图9 师生对加强各校区文化建设意愿分布

在创新港文化建设应突出的特色方

面，师生的意见比较集中在：凸显传承与创

新（75%）、科技范（58%）、国际范（55.7%）、

交大特色（53.2%）。

5.师生参与文化建设积极性高

72.76%的师生表示愿意积极参与到学

校的文化建设当中（见图 10），71.2%的师

生表示看到或感受到学校文化建设带来的

成效。

图10 师生参与到学校的文化建设意愿

调查还发现，师生关注文化活动的渠

道十分广泛，包括学校官方发布（86.7%）、

社交媒体（42.6%）、班级群等通知（44.1%）、

校 内 海 报 展 板 等（39.9%）、口 口 相 传

（13.4%）。

图11 师生参加活动意愿分布

对于文化活动类型而言，选择优先参

加文化艺术类的占比达到59.25%；其次是

志愿服务类及社会实践类，均在50%左右；

选择体育运动类和科技创新类的占比35%

左右（见图11）。

图12 本科生参加学校活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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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研究生参加学校活动原因

图14 教职工参加学校活动原因

从参与原因分析，师生选择最多的是

集体组织和个人兴趣。

6.“四个一百”育人行动深度参与度有

待提升

接近93%的本科生参与了“四个一百”

行动，其中 61.59%为偶尔参与，其深度参

与度仍有待提升（见图15）。

图15“四个一百”育人行动参与度

7.文化品牌的建设仍需大力提升

整体而言，绝大部分师生对于“思想交

大”建设、文化建设目标不甚明了，选择“不

太 了 解 ”选 项 的 人 数 最 多 ，分 别 占 比

32.73%以及44.99%（见图16、17）。认为学

校文化品牌建设和宣传力度比较充分的比

例仅为55.9%。

图16“思想交大”建设了解度

8.文创工作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73.2%的师生购买过学校的文创产品，

文创品牌的影响力传播力仍有待拓展提

升。

图17“文化建设”了解度

9.基层文化建设亟待提升

半数以上的师生在面对基层文化建设

工作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不了解”。选择有

专人从事文化建设、有比较充足的文化建

设经费、有文化建设规划的比例仅为

17.4%、5.35%、27.4%（见图18、19）；认为本

单位文化特色鲜明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品

牌的比例分别为22.3%、20.7%；认为本单位

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且有积极性的仅占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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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所在单位是否有专人负责文化建设

工作

图19 所在单位是否有文化建设经费

10.与一流大学的差距

根据调查，师生认为学校文化建设与

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体现在：文化与育人

结合不够紧密（51.8%）、文化创意比较缺乏

（48.3%）、内生动力不足（48.1%）、文化传播

体系有待健全（45.1%）、环境文化建设有待

加强（34.8%）、文化资源挖掘不够（32.5%）、

其他（4%）（见图20）。

二、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近年来

文化建设已经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但与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的要求和广大

师生及全社会的殷

切期望相比，学校的

文化建设水平还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同

时也面临巨大挑战：

（一）新发展格局向大学提出了时代之

问

不同时期的大学面临着不同问题和社

会需求，也有着不同侧重的文化使命。习

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

座谈会时指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

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

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

择”。这一战略抉择不仅关乎我国如何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构建强大的发展基本

盘，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为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局之际打下坚实的基

础。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向中国大学提出了

时代之问。大学要迎接这个挑战，这是大

学本质使然。但是，时代的大变革对大学

寄予越来越多的期望，而教育异化使得大

学日益远离它原初的文化本质，文化衰微，

精神空间萎缩，大大削弱了对真善美终极

价值的执著和追寻，“功利性”和“工具化”

的误区正在剥夺大学的生存理由。

（二）文化与育人根本任务结合还不够

紧密

推进大学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于培养人，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以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文化

内涵和因材施教、渗透内化的育人方式，塑

造青年学生正确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培养造就具有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远大

图20 学校文化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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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抱负和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但

现实中思想文化工作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结合仍不够紧密，应对“四个挑战”的能力

有待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立德树

人过程中的教育引导、实践养成有待进一

步加强，文化育人的路径模式不够全面清

晰、方法手段不够丰富有效。

（三）“两张皮”的现状仍然严重

反观自省，为何我们身边“抱怨”“形式

主义”“唯帽子论”“精致的利己主义”等负

面文化仍有生存土壤？在思想文化建设工

作中，特别是在基层，“两张皮”的现象仍十

分严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在实际

工作中，大多数单位往往把业务、硬件、帽

子等排在思想文化工作的前面，很多时候

让精神价值建设流于口头、浮于表面，从根

子上影响了事业的成效。站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高

度，深刻把握思想文化建设重大意义的统

一共识还须加强。如何把思想文化建设列

入基本建设和议事日程？这是亟待破解的

难题。

（四）文化软实力还需进一步增强

西安交大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那就不能是成为陕西、西部的“领头羊”

就能泰然自若的了。当前，文化建设的顶

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尚需完善，资源整合及

条件保障有待夯实。文化建设存在投入不

足、管理碎片、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缺乏

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和文艺作品，创

新港环境文化意蕴还未能充分彰显，人文

气息和创新氛围不够浓厚。

三、对策思路

文化建设是决定大学高度的关键。扎

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拥有精神高地和文化

底蕴的大学，才能成为“世界一流”。我们

要以西迁精神为内驱力，以“四面旗帜”为

引领，以文明校园建设为抓手，以激活基层

思想文化细胞为突破口，谋划“塑心、育行、

绘象、造境”大学文化新格局，建设“带得

走、有韵味、有想象力”的交大。

（一）立稳根基，构建文化价值体系

从南洋公学至今，交大文脉绵延百余

年，留下了许多思想精髓。去粗存精，梳理

构建学校文化价值体系，让交大人的“血

脉”更加纯正，认识更加统一，精气神更加

凝聚。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编制好

“十四五”文化建设规划，全面加强对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系统

化梳理与弘扬。建立健全各项文化制度，

从根本上保障文化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

加强对校史的梳理和研究，从历史中汲取

正确道路的力量。加强西迁精神理论研究

和文化传扬，建强西迁精神研究中心、交大

西迁博物馆，打造全国性的重点基地。健

全建强文化建设队伍，以专职+兼职+专

家+学生四支队伍为支撑，不断加强文化

建设队伍的培养和培训，开展校园文化先

锋营活动，做好文化建设的人才储备和开

发。

（二）引领主流，高扬“四面旗帜”

让“四面旗帜”在校园里高高飘扬，不

断向负面文化“宣战”，以主流正能量对冲

消弭负面文化的影响，让负面文化的生存

空间越来越微弱，让“西迁精神新传人”成

为交大形象代言人。深化“四面旗帜”实

践，把握新教工入职培训、新生入学教育、

新任干部教育培训三个重要入口，开展专

项实践，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创作系列文艺

作品、文化产品，将其融入师生行为规范，

在润物无声中让“四面旗帜”浸润人心。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加大重要节庆、传

统节日等文化活动的统筹策划，开展多种

形式、多种层次的文化活动，营造浓郁的文

化氛围。

（三）激活细胞，夯实基层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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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基层单位挖掘自身特色，紧密结

合学科、业务等要素，着力解决理论与实

践、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文化工作与业务

工作“两张皮”问题，推动大学文化建设更

好地服务学校中心工作，不断提升学校软

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保

障。以历史文化、西迁精神、创新港文化为

主线，重点布局一批文化景观、文化作品、

文化产品。进一步培育文化创新土壤，加

大对文化创作的支持和培育力度，举办文

创大赛、网络文化大赛等活动，邀请知名作

家、艺术家等来校创作，推出系列文化精

品。持续开展好“文化+”建设，以“一院一

品”为纽带促进“文化+学院/书院”，拓展

文化建设广度；以网络文化、创意设计等相

关工作室为纽带促进“文化+学科”，深挖

文化建设深度；以“交大情书”“交大故事”、

文化课题等促进“文化+项目”，突出文化

建设亮度。

4.胸怀大局，引领未来大学文化

加大“跑 5”力度拓展资源，积极争取

政府部门、相关协会等的大力支持，牵头主

办/承办全国性的高校文化建设会议，提升

学校文化影响力。积极争取各方资源和经

费支持，大力推动文化景观建设、西迁电

影、电视剧制作等。打造具有示范意义和

引领价值的文化品牌，探索打造“仙交大”

“交大梧桐”“创新港”等文化标识符号，通

过全媒体之力提升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着重培育创新港文化形态，突出智慧范、科

技范、国际范、生态范、交大范的特色和亮

点，打造“七星耀新港”的文化布局，努力充

盈与重要的科研与文教中心相匹配的文化

内涵。加强文化传播，提升文化软实力。

借助相关学科优势加大研究力度，运用全

媒体形式保持和提升文化宣传的热度，不

断放大学校文化“走出去”的影响力、传播

力和引领力，不断提升交大精神在全社会

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提升交大形象海内外

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提升交大文化的创造

力和引导力，使交大文化成为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的鲜明标志和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

力。

作者

成 进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

李 重 西安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

程洪莉 西安交通大学宣传部主管

谢霞宇 西安交通大学宣传部主管

页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