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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中的运用

———以四川文理学院为例

张吉应

（四川文理学院 音乐与演艺学院，四川 达州 ６３５０００）

摘　要：“红色文化教育”所特有的文化传播、自我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和宣传等功能，在高校的学生党建工

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四川文理学院地处川陕革命根据地老区，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如何利用“红色文

化”资源优势，有力推进和创新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四川文理学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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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建设和谐校园的重要推动力，不仅关系

着大学生 思 想 道 德 建 设 和 政 治 素 质 的 形 成 与 发

展，还对学 生 党 员 的 培 养 起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当前，探索灵活多样的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方法，已
成为创新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途径。四川文

理学院因地制宜，以“大巴山红色文化”为依托，发
掘和利用文化资源优势，开创“理论大实践”的学

生党建工作新模式，增强了学生党建工作的实 效

性与创新性。

　　一、“红 色 文 化”在 高 校 学 生 党 建 工 作

中的重要作用

　　红色文化是历人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和努力

而形成的产物，内涵丰富，对培养学生党员艰苦奋

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树立远大理想 等 方 面 起

着重要作用。［１］

（一）有利于坚定学生党员的理想信念

理想是人们前进的目标，是 对 未 来 事 物 有 根

据的合理想象。信念是人们奋斗的动力。在多元

价值观的冲击下，大学生人生阅历较少，很容易导

致大学生在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上出现误区。正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 教 育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中 发

〔２００４〕１６号文）指出的，“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的

存在政治 信 仰 迷 茫、理 想 信 念 模 糊、价 值 取 向 扭

曲”。红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理想信念教 育 内

容。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之所以意志坚定地投身

于伟大的革命实践，就在于他们有崇高的共 产 主

义理想和信念。坚信要实现民族独 立、人 民 解 放

与国家的繁荣富强，只有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 才

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由此可见，通 过 鲜 活 的 红

色文化教材对青年学生进行教育和感染，有 助 于

培养学生 党 员 热 爱 党、拥 护 党、跟 党 走 的 思 想 感

情，最终树立 为 共 产 主 义 而 奋 斗 的 坚 定 信 念，从

而推动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健康开展。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党员的爱国主义情怀

当代大学生大都出生在 改 革 开 放 以 后，他 们

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物质条件相对优越，

但在“蜜罐”中成长的他们对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

血日渐淡忘。［２］“培 养 什 么 人，如 何 培 养 人”是 我

国高等教育必须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胡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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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同志发表的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

话中，提出了“八荣八耻”的明确要求，第一条就是

“以热爱祖 国 为 荣、以 危 害 祖 国 为 耻”。“红 色 文

化”作为爱国主义的文化，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了

良好的学习氛围。因此，可以利用可歌 可 泣 的 经

典爱国实例展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 信

心、自豪感和为国家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 斗

精神来影响学生党员，并加大培养和激发其爱 国

主义情感，使之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发挥带头 作

用，让其更深 切 地 体 会 和 领 悟 爱 国 主 义 的 情 怀，

增强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三）有利于培养学生党员的组织 纪 律 意 识，

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组织纪律意识和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取得

革命胜利和建设成果的重要保证。党的纪律是维

护党的团结统一、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武器，是保持党的先进 性

和纯洁性的重要条件，更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方

针政策的重要保证。“红色文化”教育可以让当代

大学生系统地学习党的发展历程，培养学生党 的

组织纪律意识和发扬党的优良 作 风。［３］用 党 的 基

本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时刻牢记自己是党的人，

严格遵守 党 的 纪 律，听 从 党 的 指 挥，服 从 党 的 安

排，不断加强思政教育，让大学生朝着正确的方向

成长。同时以“红色文化”中鲜活的事例，教育 和

培养青年学生提高遵守党的纪律自觉性，强化 党

的纪律约束，坚决克服和纠正违反党的纪律的 行

为，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帮助

青年学生培养良好作风。

　　二、新形势下学生党建工作中推进“红

色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学生党员对“红色文化”了解不够，

认识不清

以四川文理学院音乐与演 艺 学 院 为 例，调 查

结果显示，１２０名学生党员中（四川籍学生６８名，

外省籍学生５２名），有７１％的学生党员对大巴山

红色文化不够了解，能够了解一些的，也完全是历

史知识，不 够 深 入；有１６％的 学 生 党 员 第 一 次 听

说大巴山红色文化教育概念，仅有１３％的学生党

员对大巴山红色文化比较了解。在调 查 过 程 中，

一些学生党员认为红色教育就是空洞的政治理论

教育，甚 至 对 红 色 教 育 有 抵 触 情 绪。由 此 可 见，

当前高校对于“红色文化”的具体内容及其在高校

大学生思 想 政 治 工 作 中 的 意 义 等 宣 传 力 度 还 不

够。
（二）部分学生党员对传统形式的红色教育不

感兴趣

由于 目 前 高 校 的 学 生 党 员 均 为８０、９０后 学

生，他们思维开阔，知识面广，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但同时他们的个性突出，敢于质疑，反 感 束 缚，具

有批判精神。部分学生党员将爱国主义教育等同

于看红色电影、唱红色革命歌曲、到烈士林园扫墓

等，将红色教育认为是搞形式主义，是空洞枯燥的

理论教育，没能深挖理想、信仰、价值 观 等 无 形 的

精神层面上的教育。因此，他们对于 书 本 上 教 条

式、说理式的红色革命教育根本不感兴趣甚 至 有

抵触情绪，传统呆板的课堂灌输教育模式和 单 一

化的教育途径对当前大学生很难具有吸引力。
（三）学生党建工作经费不足，红 色 文 化 教 育

难以走出校园

近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 要 加 强 青 年 学 生 思

想政治教育，革命老区相继建成了爱国主义 示 范

基地，这是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组 织 学 生 进 行

红色旅游成为了一种很好的课外思想政治教育方

式。在进行教育活动的同时，需要一 定 经 费 的 支

撑，除了支付 交 通 和 组 织 成 本 外，受 市 场 经 济 的

影响，一些博物馆、烈士陵园、领导人 故 居 等 虽 然

免费向大学生群体开放，但如若需讲解员还 需 额

外的费用，无形中增加了开展红色文化教育 的 投

入成本，而有限的学生党建教育投入制约了 红 色

文化教育的开展。
（四）适合青年学生特点的现代网络教育手段

不够

当前，大多数高校开展红 色 文 化 教 育 还 是 依

靠到红色资源地观光旅游、革命题材影片、举行革

命歌曲比赛等传统形式观看。随着 时 代 的 发 展，

尽管一些学校将红色资源引入网络，建设“红色网

站”，教 育 的 方 式 和 内 容 进 行 了 创 新。但 总 的 来

看，红色文化教育内容滞后，教育方 式 陈 旧，个 别

要求建立“红色网站”的目的甚至只是为了应付检

查或流于形式，不起什么作用；或者网站的表现形

式上还缺 乏 生 动 性、趣 味 性，内 容 不 够 丰 富、详

实，不能贴近当代青年的语言特点和表现方式；有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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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红色网 站 建 立 后，却 疏 于 管 理，内 容 更 新 不 及

时，只具有“一次性”而不是“长效性”；网站队伍不

健全，资金投入不到位等。这都导致红 色 网 站 的

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三、“大 巴 山 红 色 文 化”的 内 容 及 表 现

形式

　　红色文化的命名源于中国革命，“红色”象征

着中国革命征程中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

用鲜血铸就了新中国。“大巴山红色文化”即在大

巴山系一带形成的红色文化，印证了巴山人民 无

畏艰难、英勇斗争的革命历程。
“大巴山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在达州、巴中都

有享誉全国的红色文化主题教育基地。一是战史

博物馆，包括“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和“万源战

史陈列馆”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位于四 川

省巴中市，是收藏、研究、宣传川陕苏区 革 命 文 物

和历史的专题馆，占 地１３０００余 平 方 米。博 物 馆

用大量的文物客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

国工农红 军 第 四 方 面 军 在 大 巴 山 创 造 的 丰 功 伟

绩。“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该 馆 坐 落

于四川达州万源市驮山公园内，是为纪念中国 工

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 大、

战斗最艰苦、战绩最辉煌”的“万源保卫战”而建的

专题性纪念馆。

二是红军石刻标语。红军石刻标语是红军在

宣传工作上的一大创举，全 区 现 存１３００余 块，在

近代革命史上占据独特地位。其中有红军入川第

一幅石刻标语“争取苏维埃中国”，有堪称“世界石

刻之最”的“赤化全川”、“平分土地”石刻等。“赤

化全 川”刻 在 通 江 沙 溪 乡 景 家 埭 的 石 崖 上，字

高５．５米，宽４．７米，笔划深０．３５米，雄踞万谷之

巅，四十里外仍清晰可见。达州石桥镇的“列宁主

义街”，位 于 距 达 州 市６３公 里 的 石 桥 镇 西 南 角。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徐 向 前 率 领 工 农 红 军 发 动 了 著 名

的“宣（汉）达（县）战役”。进驻石桥镇后，在石桥

镇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宣传，著名的石刻“列宁主义

街”就诞生于此时。在石桥镇街上的四座仿木 结

构的石牌坊中，其中第二道牌坊横额正中雕刻 着

“列宁主义街”，其“列宁”二字为横书，每字约一平

方米，“主义街”三字，略小，为直书。为 纪 念 革 命

先辈，缅怀先烈，“列宁主义街”成为了进行革命传

统教育的场所及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基地。

除以上所列红色教育基地外，还有以王维舟、

刘伯坚、张爱萍等革命家为主题的纪念馆，分别位

于宣汉、平昌和达州，都有着丰富而深厚的红色文

化教育内容。

　　四、“大 巴 山 红 色 文 化”在 四 川 文 理 学

院学生党建工作中的运用

　　为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四川文理学院因地

制宜，依托“大巴山红色文化”这一有利资源，加强

学生党建工作，充分拓展教育手段和教育空间，促
进学生党建工作有序开展，真正将学生党员 培 养

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开展以“大巴山红色文化”为主题的社会

实践活动，感受党的发展历程，学习革命先辈的伟

大精神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走出校园、拓展教育空间，

将理论付诸实际的重要途径。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可以让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历史，培养大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激发学生勤奋学习、勇于创

新、奋发成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４］四川文理学院

高度重视利用红色文化进行学生社会实践 活 动，

多次组织学生开展了“走进红色根据地，关注巴山

新农村”的活动，帮助他们了解大巴山红色文化与

发展历程，坚定他们立志成才、早日报国的理想和

信念。如通过参观万源保卫战战史 陈 列 馆、宣 汉

王维舟故居、通川区张爱萍故居等，使大家进一步

了解了红色文化与历史，深切感受到今天的 幸 福

生活来之不易。
（二）将“大巴山红色文化”请进课堂，搬 上 舞

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教育人

红色文化资源是当今高校学生学习及认识历

史的宝贵资源和教科书，是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 的

理想来源。四川文理学院大力打造大巴山红色文

化精品，通过开展大巴山红色文化学术讲座、唱红

歌比赛、红色文化专题图片展和红色文化演 讲 比

赛等，营造出良好的红色文化氛围，使党员及入党

积极分子参与其中，自觉接受教育 和 熏 陶。特 别

是四川文理学院音乐与演艺学院充分利用得天独

厚的红色文化，创作了一大批红色文化精品节目，

有反映 军 民 鱼 水 情 的 表 演 唱《打 双 麻 窝 子 送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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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巴山妹子》，有讴歌革命先烈前辈的舞蹈《红

色记忆》，还有反映大巴山民风民俗、反映老百 姓

挚爱这片土地的合唱《火龙舞之歌》、舞蹈《大巴山

抬工汉》等。这些优秀的文艺节目源于大巴山 红

色文化，源于大巴山风俗民情，这些文化精品让参

与者和观赏者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熏陶。四川

文理学院还编撰了大学生红色资源教育读本《红

色巴山》，要求人手一本，以自主学习与集体讨 论

等多种形式进行大巴山红色文化宣传和普及。同

时还创建了红色网站，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大巴 山

红色文化，使大巴山红色资源在全体学生中得 以

传播和弘扬，让大巴山红色文化的内容及内涵 被

更多的学生关注，引导学生群体树立起正确的 价

值观。
（三）开展“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主题活动，让

“大巴山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活

学生党员是高校学生中的 先 进 分 子，党 员 的

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学院的校风和学风。做好大

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注重大学生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的发挥，对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 治

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５］四川文理学院学生党员通过 红 色 文 化 的 熏

陶，逐渐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与学习态度，并自觉

树立起党员带头先锋模范作用。学校也借大巴山

红色文化资源在学生党员中多次开展“一名党员，

一面旗帜”的活动，例如通过在学生宿舍开展“党

员示范寝室”活动，要求学生党员寝室内务整 洁，

无违规违纪，使党员置于广大同学的监督之中，确
保党员保持形象、树立标杆，既能促进党员学生的

自律、节俭，又能起着良 好 的 带 头 模 范 作 用。［６］再

如，音乐与演艺学院在每年新生报到期间开展“党

员一对一服务”活动，让党员帮助外省的新生熟悉

达州地理环境，尽可能为新同学提供学习和生 活

上的方便。这项活动不但让新同学感受到了党组

织的温暖，更 让 学 生 党 员 得 到 了 锻 炼，体 会 到 了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奉献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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