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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川东红色文化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战斗时与当地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文化瑰宝，是反

映革命先烈和广大人民群众伟大民主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承载着丰富的思想精神价值和教育意义。在新

时代，运用川东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终把培育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

本出发点，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把培育改革创新精神作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内容，把川东红色文化纳入学校思想理论教育体系、校园文化建设体系、科学研究工作体系，着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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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是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宝贵精神

财富，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中华民族民

族精神的结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

精神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

强党史国史教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强调以史育人、资政

育人。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职责

和使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推进红色革命文化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着力将红色革命文化教育贯

穿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过程、全领域，夯实

立德树人的基础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教育

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坚定“四

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自觉承担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一、川东红色文化资源及其特点

红色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人民群众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与实践形成的革

命物质与思想精神，包括其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和精神文化。川东红色

文化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在 1933—1935年期间在

川陕边界地区开展轰轰烈烈的苏维埃革命运动

中形成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曾有 32万儿女参加

红军，有 14万多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徐向前、李先念、刘瑞龙、廖承志等曾在此浴血战

斗过，走出了开国上将张爱萍、马列哲学家杨超、

巴山儒将魏传统等400多位将军和将帅。

川东红色文化资源在产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

以下一些特点：其一，资源丰富、分布范围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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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苏区包括四川巴中、达州、南充、广元以及陕西

安康等所属的县市区域，各个区域都有比较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如通江有红色遗址 300多处，达

州有红军文化陈列馆、纪念馆 5处，革命遗迹 500
多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7处。其二，类别多样、

形态丰富。川东红色文化资源包括红军使用过的

各类革命历史文物、革命遗址、遗迹、红色故事、歌

谣、历史人物等，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

化陈列馆、纪念馆，红色雕塑和塑像、红色文献书

籍、影视文艺作品等，这些资源承载着光荣的革命

传统、先进的革命精神和优秀的民族精神品质，为

青年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提

供了丰富的教育素材、实践载体和培育路径。

川东红色文化资源还有文献资料保存较完

整、历史教育价值显著、思想精神丰富、教育感染

力强以及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教育性、艺术性

和实践性等特点，具有历史印证价值、文明传承

价值、政治教育价值和决策咨询价值，是民主革

命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作的并具有中国

特色的先进文化，“是今天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和

国魂，是中国人民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图强

的精神境界，是精神风貌、精神力量和精神人格

的总写照。”［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凝聚人心、鼓

舞思想、传承文明、教育和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精

神的重要资源，并伴随时代的发展被不断赋予新

的内涵和精神价值。

二、川东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思想精

神价值

红色精神是红色文化的高度概括与提炼，是

红军在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和创建苏区的伟大实

践中，表现出来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风

貌。1934年 11月，红四方军在赤江县（今通江县

毛浴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为统一全军各部队

的军训誓词，提出“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

斗、不胜不休”，随后逐渐成为照耀川陕边界大地

的“巴山红军精神”。1992年 10月，由中共四川省

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联和中共达县县委

联合举办的“川陕老区建设与发展理论研讨会”

在当时的达县召开，与会学者专家共同认为“巴

山红军精神”还包括：“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

和誓死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敢闯敢创，勇往直

前，不夺胜利不罢休的大无畏精神；艰苦奋斗、齐

心协力的集体主义精神；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

律；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关心群众，依靠群众，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2］

川东红色文化从产生与形成以来一直受到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团体的高度重视和开

发利用，在新的历史时期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和力

量，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素

材。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巴山红军精神”的核心

和灵魂。当年，李先念、徐向前等共产党人正是

坚信“边界红旗始终不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才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创建了川陕苏区，

“包谷饭、洋芋头、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

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

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的红色歌谣正是当年

川陕红军精神品格、坚强意志的生动写照。

“红色文化承接着过去、启迪着现实、昭示着

未来，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和鲜明的现实性，它是

时代精神不断发展创新的坚实文化基质。”［3］虽然

当今的历史时代与大巴山艰苦斗争的时期迥然

不同了，但“巴山红军精神”所遗留下来的理想信

念、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态度、敢闯新路

的创新精神和团结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品质仍

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的强大精

神支柱和思想动力，仍然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教育资源。习

近平同志对此明确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三、川东红色文化资源对加强青年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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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

和信心。”［4］川东红色文化因其丰富的思想精神价

值、多样的文化形态、广泛的社会影响以及深刻

的教育价值，对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始终把培育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川陕苏区历史是一部以坚定理想信念战胜

各种艰难险阻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

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5］他还在

多个重要场所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情况阐述理想

信念的内涵、重大意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以及

培育理想信念的路径与方式方法等问题，并强调

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理

论武装的战略任务和重要抓手。他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说，“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教育引

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肩

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6］

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

有理想，有担当，民族就有希望，国家就有未来。

加强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

树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根本保障。当

前，一些青年学生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很遥

远，看不见摸不着，重现实物质轻精神塑造，出现

了信仰危机或理想信念不坚定。运用川东红色

文化资源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帮助青年

学生树立坚定理想信念，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在教育过程中，要引导

青年学生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善于把握川

陕苏区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善于运用川陕苏

区斗争史上为革命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英勇

牺牲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教育感染学生，

引导他们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忠实实践者、坚

定践行者，增强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情感

认同和价值认同。

（二）始终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

川陕苏区历史是一部革命先辈爱党爱国为

国为民的历史。红四方面军一直以来把实现民

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视为己任，在川陕苏区斗争

时，曾先后领导川陕边界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

捐抗税、土地革命、禁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以

及民主法治建设和文化思想建设，义无反顾的支

持中央红军北上抗日，以其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

彰显着“爱国、富强、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内核。中共中央《关于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要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加强对革命传统文化时代价

值的阐发，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

形成的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7］

青年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

量，要主动加强对革命传统文化的学习，始终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记在心、扛在肩、化为实际

行动，自觉把个人的成才梦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紧密的结合起来，把服务国家服务人

民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为什么要对青年讲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因为青年的

价值观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

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

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8］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基础工程、固

本工程和铸魂工程，“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

下功夫，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

教育引导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听党

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6］川陕苏

区斗争时期，徐向前、李先念等红军将领和广大

无产阶级战士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公道正派、淡

泊名利，视人民为父母，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

苦，把生命和热血献给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

业，无论是在生死关头，还是深处逆境，始终对党

和人民无限忠诚，他们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大

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青年大学生培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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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川陕地区

所建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课堂。

（三）始终把培育改革创新精神作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川陕苏区历史是一部革命先辈追求改革创

新不断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历史。“排难创新”是

“巴山红军精神”的重要内核，“排难”即排除一切

万难，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创新”即善于打

破常规，不断地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红四方

面在川陕苏区斗争时，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注

重推进各项事业改革创新，如在党政建设方面，

重视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权法治建

设，成立省县级工农兵代表代表大会，颁布和实

施了《宪法大纲》《十大政纲》《全国劳动法》等政

策法令。在武装斗争方面，采取“收紧阵地，待机

反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三路围攻”和

“六路围剿”，先后建立了游击队、赤卫军、少年

队、童子团等武装力量，创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

支妇女武装力量“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红军

规模从 1932年 12月入川到 1935年 1月出川，在 2
年多时间里由 15000多人发展到 10万多人，根据

地扩大 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 600多万，建立了

全国第二大苏区。在经济建设方面建立了被服

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等，打破国民党层层

经济封锁，各方面事业都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当代青年大学生正值青春美好年华，是最富

创造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应当继承和弘扬

红四方面军革命先辈的创新精神走在创新创造

的前列。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是民族进步的

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

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9］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要始终把培育改革创新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的方方面面，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改革创新

意识，培育改革创新精神，尤其要把培育改革创

新精神与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与学生的成长成

才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教育相结合，

引导青年学生把改革创新作为人生事业奋斗目

标和价值追求，作为追求美好事业的明灯和航

标，让青年学生在创新创业的实践体验中感受改

革创新的重要性、时代性和进步性。

四、运用川东红色文化加强青年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与对策

川东红色文化内含着理想信念、道德人格、

价值目标、革命志向、民主进步思想等积极因素，

汇集着众多革命历史人物、仁人志士、英勇模范

的生平经历、思想成果、革命精神，以及保存完好

的红色文化遗址、红色历史文化纪念馆、博物馆、

展览馆等，这些资源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素材。四川文理学院作为川东地区唯一的省

属本科院校，学校紧密结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推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发展，

结合新形势制定了“322”大思政工作体系，全面

将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纳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制定和出台一系列规划和措施推动各项教育

活动落地落实。

（一）把川东红色文化纳入思想理论教育体系

学校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根据川东地

区的红色文化资源编写《红色巴山》校本教材并

分专题在青年学生中进行讲授，教材采取图文并

茂的形式对川东地区的革命遗址、博物馆、纪念

园和川东地区的伟人、将军、革命英烈作了全面

介绍，体系明确，结构科学。学校将大一阶段确

定为红色教育的“认知”阶段，主要加强大学生对

川东北红色文化的了解和认知；大二阶段为革命

精神的“实践”阶段，组织学生实地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和红色文化熏陶；大三、大四阶段为红色文

化的升华阶段，组织学生撰写调研报告和开展课

题立项，培养大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对红色历史文

化的理性思考能力。

（二）把川东红色文化纳入校园文化建设体系

学校积极组织文学与艺术类专业师生深入

川陕地区采风，先后创作了大合唱《红色歌谣不

变调》、小合唱《打双麻窝子送红军》、舞蹈《红色

记忆》《树·信念》《雨润巴山》《魂铸巴山》等系列

艺术作品，参加历届全国全省大学生艺术节均取

得喜人成绩，师生通过社会实践和亲身体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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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充分发挥川东红色文化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积极作用。以张爱萍、

魏传统、杨超为原型在莲湖校区打造了校园雕塑

群“三友亭”，以红四方面军艰难的发展历程和结

合学校历史凝练了“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的办

学精神，并镌刻在文理广场景观石上，以激励和

号召全校教职工、广大青年学生继承和弘扬革命

优良传统，保持艰苦朴实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工

作作风。每年暑假学校还组织师生开展川陕红

色历史文化考察活动，编辑社会实践考察成果

集，召开成果分享会，共享红色文化精神成果。

（三）把川东红色文化纳入科学研究工作体系

学校为加强川东红色文化研究，整合校内外

科研团队，组建成立了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

心、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研究院等科研平台，

成功举办了“革命老区加快发展暨“红军入川 80
周年”“革命老区振兴暨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 80
周年”“张爱萍将军诞辰 100周年”等学术论坛活

动。编辑出版了《神剑 .乡魂》张爱萍研究学术论

文集、《川陕苏区研究资料整理与分析》、《四川革

命老区发展研究》等系列科研成果；依托《四川文

理学院学报》开设了“川陕苏区研究”专栏，申报立

项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川陕苏区未刊历史文献

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川

陕苏区基层红军口述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以及

省社科联、省教育厅等科研项目；创设“秦巴讲

坛”，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作红色历史文化方面的专

题讲座，通过加强科学研究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当前，学校利用川东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还

没有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和科学的考评体系；二

是开发利用的形式还不能完全满足青年大学生

的多样化需求；三是青年大学生参与红色文化传

承与发展的主体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显现；四

是对红色文化资源深度挖掘的力度还需要进一

步提高。当前和今后仍需在以下几方面努力。

1.落实学校党委主体责任，做好开发利用的

科学规划。学校党委要进一步通过政策引导、项

目实施、资金投入、措施制定、机制保障等方式组

织校内专家学者加强对川东革命遗迹、遗址和革

命历史人物的收集、整理与发掘，编辑出版高水

平教材体系，加强科学研究形成高质量科研成

果，通过多种形式建立体系完备的红色文化教育

体系。

2.加强校地、校校合作联系，形成开发利用

的整体联盟。川陕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要积极

加强校地、校校合作联系，联合组织开展红色文

化理论教育、实践体验、学术研究、教学研讨、成

果展览等活动，相互取长补短，提升利用红色文

化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3.加强手段方式创新，满足青年学生多样化

需求。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现代科技手段建好

用好川东红色文化专题网站、微信、微博等公共

文化服务平台，创新红色文化宣传教育的新方

式、新手段、新路径和新载体，建立健全多层次、

全方位的传播体系和传播格局，提升红色文化网

络宣传教育成效。

结 语

党的十九大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10］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

烈，高校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高地，要自觉承担起兴文化、

育新人的职责和使命，不断推进红色文化教育理

念、人才培养方式改革创新，繁荣高校校园文化，

加强青年学生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探索和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

准，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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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by Red Cultural Re-

sources in Eastern Sichuan

XU Xiaozong, JIANG Shihua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d culture in eastern Sichuan is mainly a cultural treasure created by the red army and the local

people during the battle in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It is a vivid reflec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martyrs and the

great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masses, bearing rich ideological and spiritual values and educational sig-

nificance. In the New Era, the red culture resources in the eastern Sichuan can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In doing so, we should always put fostering firm ideal and faith a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iv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the basic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ivating the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a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So it is valuable to put the red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system,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and to cultivate new individuals who can shoulder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Easter Sichuan; red historical culture;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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