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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精神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梁伟军

(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突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弘扬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

产主义的价值追求。雷锋精神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属于同等性质的范畴,具有内在关联:二者均坚持共产主义

价值取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长久的价值取向支持;雷锋精神能够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长久提供

价值取向支持。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从丰富和发展雷锋精神的基本内涵、将雷锋精神融入国民教育

体系、创新雷锋精神宣讲和弘扬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强化对青年学生的雷锋精神教育

引导等方面构筑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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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雷锋精神再次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国家“十
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均作出部署,要
求“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

态化”。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雷锋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是雷锋同志逝世50周

年,社会各界以不同的方式怀念雷锋同志,学习雷锋

事迹,弘扬雷锋精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

义的价值追求和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雷锋精神形

成于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当中,自
1963年以来的近50年中得到了持续的宣讲、学习、
弘扬,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作为一种价值观,雷
锋精神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属于同等性质的范畴。
探讨雷锋精神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关

联,对于进一步深入学习、深化认识和大力发扬雷锋

精神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雷锋精神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坚持共同的价值取向

  1.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

(1)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马

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观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共产党人的

最高理想追求。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空

想社会主义理论学说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创立了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新的社会形

态进行了科学构想,提出了人类必然走向共产主义

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一自由

人联合体,消灭了阶级、阶级剥削、私有制、国家和商

品经济,人们在经济联系上表现为产品经济,劳动成

为人们的第一生活需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

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不平等现象,真正解放全人

类。共产党人是代表工人阶级等劳动大众利益的政

党,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执政力量之源、发展壮大之

基,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追求。
(2)共产主义社会力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力求每一个

人自由状态下的全面发展。1848年,马克思主义的

奠基之作———《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

主义学说诞生。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

视野,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共产党宣

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

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消亡之后的未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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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

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是人的发展的理想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

的“人”,并非抽象意义上、总体单位的“人”,而是社

会上每一个具体的人,或每个具体的劳动者。所说

的“自由”,并非认识论意义上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自
由”,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自由”,其对立的概念是

“异化”[3]。“异化”是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劳动是

人们的生存手段,人们从事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

物质利益,人们的劳动限制在分工决定的活动领域,
劳动成果不能自由支配。“自由”则是另一种状态:
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从事劳动的目

的是发展自己的能力,人们的劳动摆脱了分工与职

业限制,劳动成果能够自由支配。在“自由”状态下,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

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所谓“全面发展”,则
是指从发展结果上,人的各种能力得到相应发展。
“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是同等的概念,自由发展

也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必定是自由发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提出,为处于资产阶

级统治下的全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出路,为共产党

人指明了革命方向,成为其领导人民大众进行不懈

的革命斗争、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

义的精神动力。在长期的革命、建设等社会实践中,
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众自觉地选择了

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

价值追求。
2.雷锋精神体现了鲜明的共产主义价值取向

(1)雷锋精神产生于特定的建设年代。雷锋是

新中国建国后涌现出的一名优秀青年分子、一位信

仰坚定的共产党员,他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

者和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切身实践者。雷锋精神产生

于20世纪50年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孕育了雷锋精

神。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

主义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的经济制度、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等制度的运

行,消灭了私有制和专制统治下人们在经济利益、政
治权利上的不平等,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

平等、互助合作的新型社会关系。中国共产党继续

保持其领导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先进

性,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动员广

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工

业从无到有快速建立、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共和国每

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实践中

切身体会到了集体劳动、积极奉献的人生意义。正

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互

助互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新风尚,不计个

人得失,积极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成为劳动群众自

觉的价值取向。雷锋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和共产党

员,在接受部队教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投身

于国家建设洪流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践行

共产主义价值观,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

者。可以说,特定的历史环境孕育了雷锋精神。
(2)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雷锋一生中从事过多种职业,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
他务过农、担任过公务员、当过兵,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尽职尽责、刻苦钻研,关心爱护集体,热心帮助

他人,成为时代典范;他从一名少先队员,成长为共

青团员、共产党员。雷锋同志在短暂的22年生命历

程中,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是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以雷锋的精

神为基本内涵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时

代精神,是对雷锋事迹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道德

观念和崇高品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5]。雷锋精神体

现了雷锋同志的崇高思想、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它
所回答的是“怎样做人,为谁活着”这一重大的人生

观、价值观命题。长期以来,雷锋不仅是普通大众学

习的榜样,雷锋精神的内涵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从对雷锋精神的总结、提炼来看,学界形成了不同的

理论解说,主要包括:一是“共同美德”说,认为雷锋

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展 ,也体

现了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美德[6];二是“三统一”说,
认为雷锋精神体现了时代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统一、崇高远大的理想与平凡务实的行为的统一、
集体奉献与个人创造的统一[7];三是“三主义”说,认
为雷锋精神的核心内容即是表现在爱岗敬业、助人

为乐、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行动上的爱国主义、社会

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8];四是“四种精神说”,认为雷

锋身上体现了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
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

神[9];五是“八种精神”说,认为雷锋身上体现了爱党

爱国爱人民的“赤子”精神、追求崇高不断学习的“钉
子”精神、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忠于职

守爱岗敬业的“螺丝钉”精神、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

“百宝箱”精神、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傻子”精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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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无畏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的“诚实”精神[10]。尽管不同的学者在雷锋精神的

概括表达上有所差别,但一致认为其精神实质在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如雷锋所言:“人的生命是

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

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7岁成

为孤儿,正是在亲朋好友和热心人士的帮助下、部队

生活的历练中和党组织的关怀下成长为一名信仰坚

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国家

和共产党有着深厚而朴素的阶级情感,爱岗敬业、热
心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热爱人民、热爱祖

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表达。
(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

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代表和维

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以解放自身、进而解放全人类为历史使命。无产

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广大人民群众利

益的忠实代表。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雷锋同志作为一名

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其言行所展现出的雷锋

精神,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即切实代表和维

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

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进程中,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力求每一个劳动者得到自由全面发

展。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具有目标指向上的内在统一性。雷锋精神的

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了鲜明的共产主

义价值取向。

  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长
久的价值取向支持

  1.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

过程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思想,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是人类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进入共产

主义社会阶段才能实现的发展目标,共产主义社会

在发展过程上可分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

主义和第二阶段。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共产主

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促使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

摆脱“异化”、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
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来看,迄今为止,建立起社

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并非是脱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家,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较低(低于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立,存在先天的“不合

格”。为此,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必须在生产力上赶超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自身赢得发展优势。资本主

义制度尽管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

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但在其300多年的发展历史

当中,经历了“自由竞争—股份制—私人垄断—国家

垄断—国际垄断”这一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过程,创
造出了高效率的生产力。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过

局部性或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

其经济基础,生产力整体上仍旧保持着良好的发展

势头。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若要在生产力水平上

真正实现赶超资本主义的目标,则需经历相当长时

间来加快自身发展。如中国在总结改革开放之前发

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将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

段。从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

基本实现现代化,均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经

历上百年时间,此后才能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后

再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这是一个长期的、曲
折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逐步得

以实现的过程。

2.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价值取向长久

支持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高

度发达,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建立在生产力充分发展

的基础之上。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最活跃、
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根本上取决于

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劳动者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程度及其结果离不开

价值观支持,即需要劳动者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国家利益之间形成科学的价值取向。政治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告诉人们,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生产过程是一劳动过程,劳动过程是一

分工协作过程,必然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

系,即生产关系。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则必然会

存在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利益关系的问

题。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需要科学的价值取向

支撑,即形成能够兼顾个人与国家、集体利益的道德

标尺,在“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准则下实现个人利

益和集体利益。由此在理顺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形成

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为实现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提供长久的价值取向支持,进而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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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潜能,长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雷锋精神能够为实现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长久提供价值取向支持

  1.雷锋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取向长久支撑功能

人是社会人,具有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人

生观的核心,人生的价值既是人在社会实践中获得

的创造能力及其实现的社会效用,又是社会对人生

目的的社会践履及其行为品德的肯定性社会评

价[11]。近50年来的中国发展实践表明,雷锋精神

代表了雷锋同志或雷锋式人物的价值观,在人民群

众当中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价值取向支撑。20世纪60年代初,雷锋同志

牺牲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

平、陈云、周恩来等相继题词,号召全党和全社会向

雷锋学习,弘扬雷锋精神。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
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在多次讲话中强

调要发扬雷锋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向雷锋同志学习”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政治话语和普

通民众价值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雷锋同志在日常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立场坚定,无私奉献,言行一

致,志向高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到了社会的

普遍认可,成为人民群众学习和效仿的榜样,社会上

先后涌现出了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郭明义等数

不胜数的“雷锋式”人物。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尽职尽责,积极进取,努力奉献,兼顾国家、集体和个

人利益,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长久的价

值取向指引。因此,尽管雷锋牺牲距今已有50年,
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时代,中国由计划

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日益多样、
多元、多变,但雷锋精神并未过时,雷锋精神已经成

为中国人的价值信仰。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弘扬雷锋

精神,以期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长久的价值

观支持。
2.雷锋精神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证明,雷锋精神具有永

恒价值。从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

志学习”算起,迄今已过去了50年。这50年间,党
和国家高度重视学习雷锋精神,从中央到地方、从党

政官员到普通百姓,积极学习雷锋事迹、传唱雷锋歌

曲、颂扬雷锋高尚品格已经成为时代印记,为凝聚和

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

用。有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借助

于雷锋这个人物的宣传和学习,完成了政党伦理向

国家伦理的转化,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

的一个道德黄金期,学雷锋活动对于这一道德黄金

期的形成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12]。雷锋精神之所

以能够得到长期的学习和弘扬,体现出长久的生命

力,除了党的宣传引导之外,根本原因在于雷锋精神

的核心是共产主义精神,它反映了人民大众期望能

够共有和共享的一种价值追求。“向雷锋学习,做好

人好事”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标尺、国家道德

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活雷锋”“雷锋叔叔”等成为中国人对

好人好事特有的情感表达话语。
雷锋精神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精神财富,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

统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雷

锋精神为凝聚民族力量、形成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

主题,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雷锋精神为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
3.雷锋精神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在生产力不发达、经
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立,实现现代化是社会

主义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和必经的发展阶段。中国

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

核心内容。科技的现代化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

新的主体是科技人才,科技创新人才的培育和成长

需要创新文化的支持。敢于尝试、勇于探索等创新

精神是创新文化的核心,雷锋精神当中蕴含着丰富

的创新精神内涵。雷锋同志参军后,被编入工程兵

某部运输连四班,他努力钻研技术,克服技术难题,
后升任班长,体现了突出的创新精神。弘扬雷锋精

神,尤其是创新精神,有利于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和提

供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为进

入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
构筑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的长效机制

  1.丰富和发展雷锋精神的基本内涵

雷锋精神曾经发挥了重要的榜样功能。雷锋生

活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亲身经历了新生的人民共

和国建国初期轰轰烈烈的建设创举。在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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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发展工农业生产、
党自身切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政治氛

围影响下,雷锋作为普通的社会一员,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做出了非凡的成绩,其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和

崇高品质被集中概括为雷锋精神。
需要赋予雷锋精神鲜明的时代内涵。雷锋精神

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在片面强调国家、集体利益,
忽视个人利益,将人主要看作政治人的社会环境下,
“无私奉献”“公而忘私”“傻子精神”等长期以来被当

做雷锋精神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

济的逐步发展,人们日益重视自身的经济主体地位,
对外释放出“经济人”的利益诉求信号,尊重个人权

利逐步成为社会共识。人们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

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基本权益实现,在此基础上兼顾

国家、集体利益,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充分体

现了这一基本逻辑。“无私奉献”“公而忘私”的雷锋

式人物愈来愈少,激烈竞争成为人们实现自身利益

的基本手段,甚至有人开始怀疑雷锋精神是否已经

过时。事实上,作为一种精神财富,雷锋精神并未过

时,它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以人为本”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雷锋精神

也应与时俱进。全社会应在坚持尊重、保护和实现

个人权益,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基本原则下,赋
予雷锋精神以鲜明的时代内涵,充分彰显其永恒

价值。
2.将雷锋精神融入国民道德教育体系

雷锋精神不是雷锋身上所独有的,而是20世纪

50、60年代的中国人普遍具有的良好道德品质,雷
锋精神是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优秀道德品质的代称。
正是当时国人普遍具有的这种高尚品质的充分展

现,铸就了建国初期的建设奇迹。改革开放以来,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导向下,经济社

会发展中长期存在重经济、轻文化等突出局限,导致

了国民道德水平的整体滑坡。纳尔逊·曼德拉有句

名言:“教育是改变一个人的最好方式。”在当前国家

日益重视国民思想道德建设的背景下,应将雷锋精

神融入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等国民道德建设领域,让雷锋精神成为国民道德教

育的重要内容,通过针对性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思

想道德水平。

3.创新雷锋精神宣讲和弘扬的方式方法

雷锋精神需要大力宣讲,积极弘扬,以引导更多

的人产生认同和行动,切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行

业种类数量众多,具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和行业价值

观。发展实践中,各行各业均涌现出了代表性的雷

锋式人物,体现了典型的雷锋精神。因此,宣讲和弘

扬雷锋精神,应结合行业特点,典型宣传,追求实效。
如制造行业突出精益求精、医疗行业突出救死扶伤、
教育行业突出教书育人等,在业内产生感染力、吸引

力和感召力,进而产生共识和行动,进而让雷锋精神

在各行各业、乃至整个社会得以发扬光大,切实提高

社会各行各业各人群的道德水平。
4.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党员干部是社会的精英分子,是人民群众利益

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党员干部的言行对人民群众具

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雷锋同志是一名优秀的

共产党员,他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价值

追求。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大力开展学习和弘扬雷锋

精神活动,不仅有利于党员干部自身素质的提高,也
有利于党风政风的好转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应将学

习和践行雷锋精神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加强马克

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不断提升全体党员干部的

理论水平、道德素质和工作能力,提高他们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促使他们在坚守政治道德和政

治伦理的基础上,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自觉接

受人民和历史的考验。

5.强化对青年学生的雷锋精神教育引导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肩负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使命。有研究

表明,当代青年学生存在索取意识强烈、奉献意识淡

薄,自我意识极强、集体意识淡化,责任意识淡漠、享
乐意识较重等典型倾向[13]。如何培养他们勇于担

当、敢于创新、力求民族复兴的道德品质,是新世纪

新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雷锋精神倡导坚定共

产主义信仰、服务国家和人民需要、在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的崇高精神。在青年学生中

弘扬雷锋精神,需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

实践,教育引导他们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旗帜、制度的科学价值,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他们自觉承担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激发他们投身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将个人发展与国家、社会需要相结合,在服务于国家

和社会建设需要的过程中实现个人需求和人生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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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piritofLeiFengandPeople’sFreeandAll-roundDevelopment

LIANGWei-jun
(CollegeofMarxism,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espiritofLeiFengisthehighlightsofsocialistvalueorientationandtheimportant
partofsocialist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ostudyandadvocatethespiritofLeiFengisthe
significantcontentofconstructingofthesocialistspiritualcivilization.Therealizationofcommunismis
thepursuitforCommunistPartyandpeople’sfreeandall-rounddevelopmentisthehighestpursuit.
ThespiritofLeiFengandpeople’sfreeandall-rounddevelopment,ofthesimilarcategorywithinternal
connection,bothsticktothevalueorientationofcommunism.Therealizationofpeople’sfreeandall-
rounddevelopmenturgesforlong-termvalueorientationsupportwhichpartiallyoriginatesfromthe
spiritofLeiFeng.Forpeople’sfreeandall-rounddevelopment,along-termmechanismadvocatingthe
spiritofLeiFengshouldbefoundedbymeansofenrichingitsconnotation,integratingitintonational
educationsystem,findingnewpathstopreachandpromoteit,givingfullplaytotheexemplaryroleof
themember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ndfosteringtheeducationandguidanceofyouthtobe-
haveinaccordancewiththespiritofLeiFeng.

Keywords thespiritofLeiFeng;people’sfreeandall-rounddevelopment;valueorientation;

communism;long-term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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