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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４年 ， 习 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南京军区机关

时强调指 出 ，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

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 这是我们开展红色教

育的重要遵循 。 红色基因 、红色传统 、红色资源是

中 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宝贵思想和文化财富 ， 我们

一定要把这些基因 、传统 、资源传承好 、发扬好 、利

用好 。

―

、科学认识红色基 因 红色传统红色资源的

内 涵 ， 是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前提

红色基因 内涵着 中 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

践 中锤炼 的先进本质 、 思 想路线 、 优 良传统和作

风 ， 是 中 国共产党人革命思想的 内核 。 它是在 中

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实践中孕育生长的 ， 是 中 国共

产党人的观念 、思想 、文化 、精神 、传统得以与时倶

进的具有生命力 的思想因子和鲜活的生命体 ， 遗

传进化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优

质基因 。

红色传统是中 国共产党 、人民军队和广大人

民群众在长期 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 的创造性实践

活动 中 ， 由 红色基因逐渐孕育 、生长 、传承而形成

的持久延续的 固有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的定式 。

它是对 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发扬和升

华 ，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 了红色革命传

统 ，是 中 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和政治优势 。

红色资源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在革命

和建设实践 中 留 下 的历史遗存与承载 的思想资

源 、文化资源 、物态资源 ，其思想资源包括政治思

想 、政党制度 、思想品格 、价值观念等资源形态 ；其

文化资源包括革命的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 、行为文

化等资源形态 ， 还包括开发文化资源生成的各类

文化产品 ；其物态资源包括革命遗址 、革命文物以

及在历史遗存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烈士陵 园 、博物

馆 、展览馆 、纪念馆等 。 红色资源是精神瑰宝及物

质载体的总和 ， 但就其本质而言 ， 红色资源 的核

心
， 应 当是这些物质载体所体现 出 来 的精神瑰

宝 。

二 、正确 处理红色基 因 红色传统红色资源之

间 的逻辑关 系 ，
是把握红色教育 实践方 向 的理性

选择

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 ， 党和人民 的事业要与

时倶进 ， 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红色传统必须代代相

传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继承和发扬红色传统 ，坚持

和发展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协调推进
“

四个全面
”

战略布局 ，各项事业开新局 、展新貌 。 习近平总书

记指 出
， 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长期奋斗历史和优 良

革命传统的党 ，也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 、善于与时

俱进的党 ， 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 ，

结合时代条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 。 强

调 ，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 、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

传下去 ，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 、血脉永续 ； 把我们

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
“

考试
”

考好 ，

使我们 的党永远不变质 、我们 的红色江山永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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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 。

在 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 的伟

大实践进程 中 ， 形成的红色基因 、红色传统与红色

资源 ， 是孕育传承中 国共产党人鲜明文化标识的

红色生命体 ，
三者呈现 内在的整体性与创生性关

系 。 红色基因是中 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

红色生命体的本质 内核 ， 汲取 了 中华 民族优秀思

想和文化传统 ， 承载着中 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 、人

生观 、价值观 、革命观 、群众观 ，嵌铸着崇高的革命

信仰与理想 、实事求是的品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的精神 ， 生成 了红色生命体的经络骨血 。

一代

又一代的 中 国共产党人传承着优质的红色基因 ，

历经革命斗争的泮炼 、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化生长 、

改革开放的洗礼 ， 在 中 国共产党历史 的锤炼熏 陶

下 ， 固化成革命文化 、革命精神 、革命作风 、革命道

德等优 良传统 ， 成为 了 中 国共产党 、人 民军队 、人

民群众广泛认同和践行的红色传统 。 红色资源承

载着红色基因 、红色传统 ， 在革命的历史积淀和创

造性的实践中 ， 呈现 出 思想资源 、 文化资源 、物态

资源 ， 内 在体现 了 中 国共产党红色生命体生动鲜

活的资源 。 红色基因是中 国共产党红色生命体的

本质 内核 ，
红色传统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血脉 ，

红色资源是红色基因与红色传统 内在的资源表现

形态 。 保护利用好红色资源 ， 就能够传承 、发扬好

红色传统 ； 利用好红色资源 、发扬好红色传统 ， 就

能够优化遗传好红色基 因 ， 这是永葆 中 国共产党

红色生命体生机活力 的价值所在 。

在加强广大党员 和人 民群众红色教育实践

中 ，传承好红色基 因 ， 就是要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

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群众观 、利

益观 ， 这是弘扬红色传统的基石 。 弘扬好红色传

统 ，就是要弘扬 中 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文化 ，发扬 中

国共产党人的优 良道德和作风与革命精神 ， 这是

利用好红色资源的思想本源 。 利用好红色资源 ，

就是要有效保护 、开发 、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和物

态资源 ， 丰实红色思想资源 ，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优质的思想资源和教育资源 。 这既是中 国共产党

人承载的红色基因 、红色传统 、红色资源三者关系

的 内在表达 ，
也是我们传承好红色基因 、发扬好红

色传统 、利用好红色资源的实践方向 。

三 、 依托我们党 的传统优势和政治优势 ， 是

开辟红色教育新天地的重要保障

由红色基因 、红色传统 、红色资源构成的红色

生命体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 伴随着 中 国共

产党领导的 中 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

而生成发展 。 中 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为指导而创造 的红色文化 ， 内涵着共产党人的政

治韬略和理论智慧 ， 凝聚着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

和精神 ， 涵养了共产党人独特而崇高 的革命价值

观 。 红色文化为 中华民族文化注人了新的红色基

因 ，积淀了优 良的红色传统 ， 留下 了珍贵的红色资

源 ，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思想 、文化和精

神财富 。 今天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推进
“

五位

一体
”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

四个全面
”

战略布局 ，

需要我们进一步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 ， 为实现 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 国梦提供正确 的思想引领和

不竭的精神动力 。

健全党委和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红色教育

体制机制 。 红色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 ，

具有政治 、经济 、 军事 、文化 、教育等综合性的功能

与价值 ；
红色传统作为共产党人的优 良传统 ， 凸显

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为人 民服务 的宗 旨 ；
红色基

因作为共产党人为 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注入的

优秀基因 ， 彰显 了近代 以来 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 向

现代转型和创新的重大成果 。 这就决定 了加强红

色教育 、弘扬红色文化和精神 ， 有其特殊的要求 。

要坚持实现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
一

， 必须

首先在党 内把红色传统和革命精神发扬起来 ， 同

时在全社会广泛深人开展红色教育 。 这也就决定

了党委和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并引导和支持

全社会共同参与红色教育 。 各级党委应把红色教

育纳人党建 目标管理责任 ， 组织 、宣传等部 门要协

同制定党员干部红色教育方案 ；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建立责任制 ， 推动红色教育贯穿到精神文明建

设和 国 民教育全过程 ， 落实到经济和社会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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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领域 ， 形成红色文化育人的大格局 。 建立红

色资源协同研发机制 ， 统筹好各地方各部 门 的政

策 、信息 、技术 、人力 、财力 、物力等各种有效资源 ，

形成宣传 、文化 、教育 、新闻 、 出版 、广播 、 电视 、 网

络 、高校 、社科研究院所 、学术团体 、文化企业等联

合研发的模式 ，推进跨 区域红色资源研发与教育

的合作 。 建立红色资源保护机制 ， 出 台相应法律

法规 ， 明确责任主体 ， 规范红色资源开发行为 ，
既

保护好不可再生的原生性红色资源 ， 又能结合时

代发展的需要 ，赋予其新的 内涵 ，研发和创造 出新

的教育资源成果 。

强化基层党组织红色教育的政治责任 。 基层

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 的基础 。 基层党组

织要把深入开展红色教育 、发扬红色传统 ，作为加

强党员 干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 以及作风建设的

重要 内容 ，使红色教育常态化。 健全
“

三会一课
”

、

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 ， 落实好红色教育

的任务 ， 教育和引 导党员 、干部学 习 红色革命历

史 、践行优 良革命传统 ，让红色基因真正融人党员

干部的精神血脉中 。 建立红色文化主题教育活动

制度 ， 结合各地红色资源的实际 ， 每年利用相应的

革命纪念 日 、 国家重大节庆 日
， 开展红色文化主题

党 日 活动 ， 学 习红色经典著作 、参观红色革命遗

址 、举办红色文化报告会 、创办红色历史会展等 ，

形成系列化 、 系统化的教育活动 ， 取得连贯性 、整

体性的教育效果 。 建立党 内红色教育督查和考核

制度 ， 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指导和监督 ，
既为其开

展党员干部红色教育提供政策 、理论 、学术 、教员 、

经费等方面的支持 ， 又对其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教

育效果进行考核 ， 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基层党组织

及其负责人考评的重要依据 。

规范并强化大 中小学的红色教育 。 小学 、 中

学和大学构成 国 民教育的基本格局 ， 肩 负着培养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 。 加强

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红色教育 ，关系 到能否真正

传承好 、弘扬好红色文化 。 强化大 中小学的红色

教育 ， 就是要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使红色传统发

扬光大 。 强化宏观领导责任 ， 党 的宣传部 门 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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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行政管理部 门应 出 台相应政策 ，对各级各类学

校的红色教育提出 明确要求 ， 建立起巡视检查 、工

作汇报 、经验交流等工作机制 。 实施红色教育实

践拓展计划 ， 在校报校刊 、校园景观 、文化走廊 、宣

传橱窗 、校 内 广播 、学生社团等校园文化建设中 ，

在组织学生参观访问 、社会调查 、社会实践 、学术

报告 、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中 ， 有计划地融人红色

元素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教育 ， 不断增

强对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和理性认知 ，使红色传

统逐渐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使红色基因成为一代

新人优 良品质和健康人格的重要文化标识。

推进红色教育的创新发展 。 充分利用现代互

联网传播技术 ， 推动有效的传统教育方式与现代

信息技术的高度融合 ， 使互联网成为弘扬和传播

红色文化 的新平 台 。 建立红色文化主题教育 网

站 ，创设
“

两微一端
”

红色文化公众平台 ，创建网络

党建园地 、 网络党校 、 网络论坛 ， 把研发出 的红色

教育成果转化为贴近群众 、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的

新媒体 内容产品 ， 增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力 、感染

力 。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 推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

组织专家学者研发红色景点的解说词 ， 培训好讲

解员和导游 ；鼓励和组织机关工作人员 、企事业单

位职工 、军人 、学生等到红色景区景点切身体验红

色生活 ，感悟红色历史 ，使人们在愉悦的游览过程

中接受红色文化的陶冶和革命传统教育 。 推进红

色文化产业集群建设 ， 在政府主导 的基础上 ， 鼓

励 、 引导 、扶持社会资本和 民 间资本进人红色文化

相关产业 ， 打造完整的产业链 ； 拓展红色文化新业

态 ，形成红色旅游 、红色图书 出版 、红色会展 、红色

动漫 、红色数字传媒等传统业态和新业态互利互

补 、合作共赢的业态格局 ；建立相应的红色文化企

业准入制度 ， 完善相应的监管措施 ， 引导和规范红

色文化企业的生产 、 经营和服务 ，切实保证其实现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把传承弘扬红色传

统和精神作为企业的重要责任 。

（作者为 江西省教育厅原巡视 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