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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

进程中积淀形成的主流思想意识及其物质文化遗产。在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红色资源对党和国家

的进步，对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都产生过积

极的作用和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红色资源并未淡出

人们的视野，而是在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

社会和谐发展的时代语境下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具

有资政、兴党、育人的重大时代价值。
一、红色资源的资政价值

资政，简言之是指为执政主体提供治理国家和地方

的经验借鉴。红色资源产生形成于革命斗争环境和新中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

和全面执政后积淀下来的政权建设经验。随着中国共产

党从领导革命斗争的党向执政党、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

向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的历史方位转变，红色资

源对党的执政实践有着重大的时代价值。
1． 红色资源有益于坚定党的执政理念。
首先，红色资源蕴涵着丰富的“为民”思想。毛泽

东早在 1939 年 2 月 20 日给张闻天的信中，就提出了

“为人民服务”的理念。1944 年，他在追悼张思德所作

的讲话中，把“为人民服务”明确为对我党我军和一切

革命同志的普遍要求，并指出: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

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

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的。”［1］( P1004) 1957 年，毛泽东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

系群众》的讲话中又一次重申:“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

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

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2］( P400)
由于党一贯

强调“为民”宗旨，所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

主义建设过程中，党和人民群众形成了血肉不可分离

的鱼水关系，这是党能够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

“法宝”。红色资源当中的“为民”价值取向为党执政后

确立正确的执政理念起到了很大的导向作用。新时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等思想都是“为民”原则在新时期执政理

念当中的贯彻和体现。
其次，红色资源蕴涵着宝贵的“民主”思想。早在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就提出了“红军宗旨，民权

革命”、“革命成功，尽在民众”［3］( P52)
的口号。中央苏区

时期，根据地在进行局部政权建设时实行了较为彻底

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体现在苏区的选举运动和经济

建设等各个方面。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
原则，使各界人士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事情做，调动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945 年 7 月著名民主人士

黄炎培访问延安，当时黄炎培囿于“君子之泽，五世而

斩”的历史观，担心中国共产党也会“靡不有初、鲜克有

终”，最后走上“人亡政息”的道路。他期盼即将取得全

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最终超

越“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此问题时指出:“我们已

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

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

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 P157)
红色资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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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涵的“民主”价值取向同样为党执政后确立正确的执

政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期“没有民主就没有

现代化”、“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内民主是

党的生命”等重要论断就是“民主”原则在党的执政理

念中的凸现。
2． 红色资源有益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赢得政权、巩固政权的

过程中形成的资源形态，一方面，它是中国共产党具有

强大执政能力的历史确证; 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中国

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丰富思想和实践经验，从

而可以为当前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现实启示。
早在 1939 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

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正是有

这种清醒和自觉，即使是在革命战争环境下，拿惯了枪

杆的“泥腿子”们学经济、钻管理、搞建设，在局部执政

实践中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开辟了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的新天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指出: 夺取

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

建设任务摆在面前，需要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学会管

理城市，学会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会商业工作、银行工

作和其他工作，提高做好经济工作的本领。否则，“我

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

败”［5］( P1428)。以上论断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

能力建设思想的雏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党的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问题，他指出: 实现现代化是一场深

刻的伟大革命，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学习，除学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之外，还要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学管

理，“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

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6］P153
在党的执政史上，在红

色资源当中，实际上蕴涵着丰富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和

实践经验，挖掘利用这些资源，可以继往开来，有助于新

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执政素质和执政能力的提高。
3． 红色资源有益于筑牢党的执政基础。
红色资源蕴涵着党的群众工作的丰富历史经验，为

党更好地解决当前面临的执政基础问题打开了新视野，
提供了新思路。“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在工作中形成的优

良传统，早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把人摆在第一位，从

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入手，从解决群众柴米油盐问题入手，
使人民群众体验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群众利益而工作

的，是代表群众利益的，从而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积

极拥护共产党，投身革命。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

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里讲得语重心长。他举例说，长

冈乡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政府帮助他。
有三个人没饭吃，政府救济他。这都是小事吧? 把群众

的小事做好了，群众就热烈地拥政爱党。当年红色政权

号召扩大红军，长冈乡青壮年男子百人中有八十人当红

军去了。汀州呢? 有些群众没柴烧，有些群众没房住，有

些群众没盐吃，当地干部不理睬这些生活“小事”。他们

只抓大事，扩大红军，组织运输队。结果呢? 群众连动员

会也不愿参加。重温毛泽东的以上讲话，对我们仍然具

有振聋发聩的启迪。红色资源当中蕴涵的“以人为本”
的思想，承载的“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的工作方法和

工作态度，毫无疑问对于当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

的执政地位，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真正继承这样的

优秀传统，群众就会真心拥护党，党和国家也才能长治久

安。
二、红色资源的兴党价值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我们还须谨记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一个重要判断:“全党必须居安

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

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红色资源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登上

历史舞台而产生形成，必然与中国共产党具有紧密的

逻辑关联，是反映和体现中国共产党本质规定性的资

源形态。基于此，在“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的实践环节，红色资源仍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是传

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推动党内先进文化创新，加强

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
1． 红色资源可以促进党的优良作风在新时期的有

效传承。
党的优良怍风，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

逐渐形成的、并被全体党员广泛认可的工作态度、行为

习惯和道德规范。党的优良作风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开

宗明义地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思想武装起来

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

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

密联 系 在 一 起 的 作 风 以 及 批 评 与 自 我 批 评 的 作

风。”［1］( P1094)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 “中

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

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

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

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 P1438 － 1439)“三大作

风”和“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经典概括。
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这些优良作风对于共

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革命

信念，砥砺革命意志，激越无畏勇气，高扬革命精神，规

范言行举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面临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党的优良作风对于构

建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党的优良作风历经时代变迁，依旧可以通过红色

资源的物质、精神和信息形态来呈现和体现。从毛泽

东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

实事求是的精神追求; 从井冈山斗争时期“不拿群众一

个红薯”的纪律中，可以理解党和红军与老百姓的血肉

深情; 从延安整风的事件过程中，可以了解党的历史上

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 从“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

可靠”的民谣和从“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屯田”的红色

史迹中，可以真实感受到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之

风。通过深入挖掘运用红色资源，可以重温和再现革

命和建设时期具体历史情境当中的优良作风，使人感

同身受，由此才能使这些优良作风融入自己的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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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思想行为中，并从中得到熏陶，得到升华，逐步形

成新时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2． 红色瓷源可以夯实党内先进文化创新的思想根

基。
首先，红色资源可以为党内先进文化创新提供正

确的政治立场。党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高举自

己的文化旗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注重以马克思

主义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文化的健康发展，不断地用

先进文化武装全党，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

力。红色资源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孕

育形成的资源存在，无论是其物质形态还是精神形态，
天然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民主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

得胜利的。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历史

遗存，红色资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历史见证。
因此，在建设党内先进文化的实践环节，合理开发与利

用红色资源的导向功能，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
抵御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就显得特别重要。

其次，红色资源可以为党内先进文化创新提供重

要的精神营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

时期，培育和发展了大量的革命精神传统。比如，井冈

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雷

锋精神、九八抗洪精神、航天精神等等。加强党内先进

文化建设和创新，一方面要继续发扬已有的革命精神

传统，另一方面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和弘场党的

精神，使其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3． 红色资源可以增强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动力。
首先，红色资源可以激发党员干部学习的动力。红

色资源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大兴学习之风的光荣传统。无

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都重视学习，
涌现出许多感人的案例。例如，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

战士抓紧时间在战斗间隙学识字，没有笔纸，就用树枝在

沙地上练习。在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文化学习活动，
采取了许多颇具创意的方法，他们在田间地头和交通要

道树立识字牌，派人把守，督促过往行人学习。毛泽东曾

赞许:“此法效大”。还有红军行军时，将生字写好挂在前

面战士的背包上，一边走一边学。许多战士在江西出发

时还不识字，经过长征到了陕北却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这些感人至深的案例，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

学习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
其次，红色资源可以促进党员干部提高学习效果。党

员干部在学习过程中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
这种理论与实际脱离的方法很容易造成人们对学习产生

逆反心理和厌倦情绪，使得学习积极性不高，实效性不强。
红色资源直观生动、感染力强，通过参观革命遗址、博物馆、
烈士陵园，听革命先烈的故事，唱红色歌曲，看红色经典等

途径，让受教育者在耳闻目睹中、在亲身体验中受到感染、
受到熏陶。尤其近年一些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推出“穿红军

服、唱红军歌、吃红军饭、走红军路”等红色教学活动，使人

们“在体验中学习”、“在学习中感悟”、“在感悟中升华”，大

大增强了党员干部学习的实际效果。
三、红色资源的育人价值

红色资源是党和国家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是中华

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不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也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和育人价值。

1． 红色资源是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鲜活教

材。
习近平在 2008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时曾

经指出:“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理论教育是根本，知识教

育是基础，党性教育是关键。要更加突出党性教育，帮

助干部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保持高尚

的道德情操，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7］
红色资源

是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集中

体现，具有深刻的伦理底蕴和价值内涵。红色经典和

红色文化产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导向具有极强的时

空穿透力，是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好素材。利

用红色资源加强党性教育，可以生动活泼地把党的基

础知识、党的历史、党的优良传统、党性修养等一系列

内容融入到党员干部进行党性锻炼的实践环节，利用

红色资源的丰富形态和感性内容使党性教育丰富多

彩。利用红色资源加强党性修养可以更加贴近受教育

者的思想实际和接受心理，契合多数受众的价值选择

偏好，可以明显增强党性教育的实际效果。
2． 红色资源可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

育。
以红色资源为媒介和手段，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同程度。红色资源是一

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广泛认同和接受的的思想政治资

源，其突出特点是它的通俗性和大众化。为了革命的

政治动员的需要，红色资源必须具有最大限度的可接

受性，这样就注定了红色资源的草根形态，人民群众也

因此对红色资源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和融入性。
红色资源所反映出的价值取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提供了丰厚的优质资源。红色资源蕴涵着

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和厚重的革命文化内涵，折射出革

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爱国情感和高尚的道德

情操。以红色资源为载体，可以有效进行马克思主义

信仰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行为规范教

育等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体

系。红色资源既适应在不同时期开展核心价值体系教

育，也适应对不同受众实施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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