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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
“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的新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
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
貌更加昂扬向上。
”这不仅深刻阐明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更为新时期加强
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交通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通行业的灵魂，是实现交通又好又快发展的
重要精神支柱。
交通运输是支撑经济良性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和服务性行业，服务是其本
质属性。
基于这一认识。
我们提出了“交通发展要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人民群众安
全便捷出行”，提出了“发展现代交通业，建设一个更安全、更通畅、更便捷、更经济、更可靠、更
和谐的现代公路水路交通系统”。
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也正是我们基于交通运输的本质属性和交通行业的神圣使命所作出的价值选择，
是交通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引导交通事业科学发展的价值导向，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强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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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港口，作为多种交通方式的交汇点，承载着国家之间、城市之间在经济、文化、贸易上交流的使命，
而港口文化则是港口崛起的道路上极为重要的精神力量。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港口文化是港口的魂。
港口文化既蕴含港口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展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风貌。
当“和谐”已经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时，构建和谐港口当之无愧地成了港口人的
首要任务。
故此，我国港口文化建设，以吐故纳新构建港口文化的体系，以诚信共赢铸就港口文化的灵魂，以顽
强拼搏追赶强国的步伐，以踏实严谨管理港口的运作，以服务社会传递港口的精神，以激情卓越点燃
员工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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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国之后，又一次引人注目的航行是秦始皇为实现他“示强威，服海内”理想和长生不老的愿望
，派遣徐福船队东渡日本，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开始远洋航行的壮举，也使中国与日本、朝鲜的商业往
来和海上交通有了初步发展。
能够东渡日本，归因于秦人对海上驶风技术的掌握。
徐福率领的船队非常庞大，《史记》记载，徐福渡海是从山东胶南县的琅琊湾港启航扬帆，当时随行
的船只有七八十艘之多，人员除三干童男女之外，还有水手、随从、百工、善射者及组织指挥者等，
计有五六干之众。
徐福的船队历经干难万险登上日本的海岸，把秦代先进的农耕、蚕桑和医药技术带到了日本，使日本
的农业、养殖业、纺织业、医药业都得到了进步，徐福东渡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从徐福的姓氏来看，他应为东方夷人的后裔，夷人分布于山东半岛与江苏北部沿海，他们无疑是与越
族并列的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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