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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辰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

40枚金牌、27枚银牌、24枚铜牌，金牌数与美

国并列第一，创造我国境外参加奥运会历史

最好成绩，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

收，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习

近平总书记在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时向代

表团成员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慰问，并向全

国体育战线的同志们表示亲切问候。在中国

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高志丹指出：“这一优异成绩，凝结着广大体

育工作者的长期辛勤付出和智慧汗水。”广

大运动员、教练员、科医、外事、宣传、管理、

保障等工作人员以及相关单位的默默奉献，

最终具化成了巴黎奥运会上的一次次突破、

一块块奖牌，这正是中华体育精神中无私奉

献的力量。

一、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

中华体育精神是时代精神的象征，是

一代代体育人为了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

集体荣耀不断拼搏的产物。无私奉献的精

神内核正是继承了不同时代的精神基因血

脉，在体育人集体利益为先的团结奋进中

凝练出来。

为国奉献：体育人赓续中华优秀传统美

德的血脉。为国奉献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

德，在历史上，我们有“位卑未敢忘忧国”“苟

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僵卧孤村

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更有“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同于西方的个

人英雄主义，中华民族一直传承着为国奉献

的情怀。

无私为民：体育人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

基因。伟大建党精神是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

产党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之源，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

养。在伟大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负人

民”是终身为党服务，无私为民奉献的精神

凝练。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强调体育为

革命斗争服务，发挥体育强壮筋骨、救国救

民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后，党把体育作为新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动体育为增强国民体质服务、为劳动生产

和国防建设服务。中国体育事业承载着强身

强国的使命，其外在表征的体育事业发展紧

紧围绕着人民的需求，无私为民成为体育人

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基因。

集体为先：体育人发扬同心合力的民族

精神的灵魂。奖牌的背后，除了运动员的拼

搏，还有团队的默默奉献。集体主义属于精

神文化的范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群

己、公私、义利的道德要求，倡导集体利益优

先的伦理观念。孔子勾勒出了大道为公的大

同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群体有了集体的

依靠，实现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

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

状态。孟子的“去利怀义”，荀子的“先义而后

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等，成为中华传统

文化中宣扬不谋私利的名言，对后世产生了

巨大影响。

二、无私奉献的时代表征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体育人也面临着新

的时代选题，更需要发挥无私奉献的精神，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勇担重任。

体育人为国拼搏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奉

献精神是中华民族永续传承的宝贵精神力

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和精神特

质，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内容，也

是汇聚精神力量、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的内在

要求。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奋进道路上，越是

面临艰巨任务、严峻挑战，越需要呼唤奉献

精神。在体育赛场上，无论台前幕后，体育人

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着人民群众在新征

程上奋勇争先。巴黎奥运会上，潘展乐面对

强手的奋力一搏，激励了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在《开学第一课》上，他说：“我们的目标

是世界顶级选手，如果我厌烦了，他们就会

赢。而我就是不服输！”他鼓励学子和年轻

人，“请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给你们所热爱

的事。希望你们能够为了热爱的梦想坚持，

你们一定行！”

体育人勇担重任建设体育强国。加快建

设体育强国是党和国家对体育事业的殷切

期望，代表着社会对体育事业的热切需求。

体育强国的建设需要体育人咬紧牙关、克服

阻力、勇担使命。巴黎奥运会上，樊振东表

示，做好了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准备，“落后的

情况下，我没有慌也没有动摇，通过不断调

整，以及节奏的改变，让自己在比赛中把状

态释放出来。”他最终夺得巴黎奥运会乒乓

球男单金牌，成为国乒第五位完成个人大满

贯的男选手。

体育人同心协力助力民族复兴。无私奉

献的中华体育精神是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

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体育大

国和体育强国，是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发展水

平和全民健康水平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

标志，中华体育精神更是激励亿万人民勠力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这就要求体育人继续发扬爱国奉献精神，坚

持不懈、久久为功。

三、无私奉献的实践向度

无私奉献、弘扬正气：为社会弘扬更多

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中国女排：“平

凡孕育着伟大。你们天天坚持训练，咬牙克

服伤病，默默承受挫折，特别在低谷时仍有

一批人默默工作、不计回报。正是因为有这

么一批人，才有了中国女排今天的成绩。”

2019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时指出，发

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

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

气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弘扬中华体育

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推动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加快建设体

育强国。

无私奉献、实干奋斗：为体育强国建设

多作贡献。一是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争当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孺

子牛。体育工作者一定要牢记体育事业发展

要以人民为中心，俯身耕耘，提升人民群众

的体育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二是面对

新发展阶段的新挑战新任务，争当创新发

展、攻坚克难的拓荒牛。在高质量发展中，争

当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朝着既定目

标锲而不舍地前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三是面对民族复兴伟大梦

想，争当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老黄牛。面对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积极查找发展中不平衡

不充分的环节，吃苦耐劳弥补不足。

无私奉献、凝聚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不懈奋斗。广大体育工作者以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积极

普及科学化的健康知识，为健康修复、健康

维护、健康促进等手段的普及发展奉献力

量。积极打通体育经济循环堵点，助力形成

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体育不仅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

作、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还日

益发挥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的

重要作用。

无私奉献是体育人在赛场上下以国家

利益高于一切的大局意识，为了祖国荣誉和

体育事业的发展，为了“升国旗、奏国歌”，不

计个人得失、不断勇攀高峰的生动体现。这

一精神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同时反馈到时代

建设中。奋进新时代、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尤

其需要无私奉献的精神。

（作者单位为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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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奉献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