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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载体探析
徐天兰

（宜春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摘要：红色文化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尤其是我党在新时代的

各项工作，都可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宝贵资源。随着对宜春红色文

化的进一步深挖，宜春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需要有更加具体

的举措，为宜春新时代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充分

的历史宝贵借鉴。本文就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

进行探究，以探寻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行性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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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在这里发生了秋收起义、湘

鄂赣苏区斗争、袁州会议、上高会战、宜丰黄沙大捷等重大历史

事件，红色旧址有毛泽东化险地、秋收起义策源地、湘鄂赣革命

根据地、万载湘鄂赣革命烈士陵园、铜鼓幽居湘鄂赣苏区遗址、

宜丰黄沙大捷旧址、奉新湘鄂赣省委及省苏旧址、靖安湘鄂赣苏

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旧址、万载仙源革命根据地、高安毛主席旧居、

江丰革命烈士公墓、宜丰熊雄故居等。

为更好发扬宜春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让优良的革命传

统得到更好的弘扬，进而进一步激励宜春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新时代创

新宜春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载体。

一、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进课堂

（一）编写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教材读本

新时代开展宜春红色文化教育，将宜春红色文化革命斗争的

详细经过等史料编制成宜春红色文化的史料教材读本，向市民进

行宣传推广，展示丰厚的宜春红色文化。

将宜春红色革命历程、详细发展情况，革命史料，以及宜春

红色文化为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意义和价值等按照逻辑关系

编写宜春红色文化教育传承教材，根据各高校、高中、初中、小

学等不同阶段学生的接受程度以及内容的难易度进行相应编排，

以适应各阶段学生的学习。

对于幼儿阶段的学生，可将与宜春红色文化遗址、红色革命

故事、红色革命人物等，结合相应的图片编印成绘本向低年龄阶

段的学生进行讲解。

还可将宜春红色革命英雄事迹，作为故事内容讲解或制成音

频资料通过各类“听书”App、多媒体设备等播放给大、中、小学

的市民学生听，以开展对其宜春红色教育。

（二）编写新时代宜春红色教育辅学材料

为更广泛、更形象地传承与发展宜春红色文化，可组织人员，

经过详细探究及对史料甄别之后，在编写宜春红色文化教材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宜春红色教育的载体，编写其辅学读本，小画

册等，让市民能在阅读宜春红色教材的基础上更加形象生动、更

加直观地接受宜春红色教育。

在制作宜春红色文化教育教材及宣传读本的同时将宜春红色

革命史料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宜春红色革命故事、宜春红色革

命英雄、宜春红色歌谣等制作成图片、画册、书签、视频、音频

资料等，并为这些图片进行文字注释，使市民能够对宜春红色文

化有更多深入的了解，从而起到对宜春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及传

播等的作用。

二、创作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文艺题材

（一）创编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话剧、音乐剧、戏剧

通过精心挑选，将宜春红色革命的事迹及内容创编成话剧、

音乐剧和戏剧等，在各剧院等演出场所进行定时定点的演绎，并

结合新时代各类高科技舞台手段，注重实效地对宜春红色革命历

程进行演绎。

通过话剧、音乐剧及戏剧等方式，相对于文字读本与图片展示，

能很好地将红色文化的精髓与内涵有效地展现给广大市民。如创

作新时代“宜春·红色印象”话剧，具有更强的表现力、现场感、

画面感、感染力、渲染力，通过话剧演绎所展现出的宜春红色革

命事迹更能够被市民入耳入脑入心。

还可以将话剧与音乐剧录制成视频，在电视频道、市区公共

媒体及各主流新媒体，尤其是宜春的主流新媒体上进行广泛的播

放及推送，以增强话剧、音乐剧及小品的传播效果。

（二）创编制作有高科技含量的宜春红色文化舞台历史剧及

电影

将发生在宜春红色革命斗争史料，创作编排成含有 5D，甚至

8D 效果的高科技的舞台历史剧，在各剧院进行演出。

首先可以宜春红色革命斗争为主线创编制作有为高科技含量

的“红秀·宜春”红色文化舞台历史剧，让大中小学等各阶段市

民对舞台剧进行欣赏学习，寓教于乐，这种红色文化教育的方式

相比于分发给他们的红色文化传承教材，更能够吸引新时代市民

对宜春红色文化了解与学习的兴趣，使宜春红色教育在潜移默化

中开展。

其次组织在职工作人员对所编排的宜春红色历史舞台剧进行

观看学习，增强他们爱党爱国的意识。还可组织其他社会各界人

员到宜春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观看原创“红秀·宜春”等红色文化

历史舞台剧，对传承与发展宜春红色精神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三、建设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研学游基地

（一）建立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博物馆

博物馆是一个地区记录历史传承与文化发展的时代烙印，基

于宜春红色革命斗争的丰富性、代表性，可专门建立宜春红色文

化博物馆，参观的市民对宜春红色革命斗争的轮廓进行了解。博

物馆中可分设为历史书籍区域、红色人物区域、红色事迹区域、

红色物件区域、红色图片区域、红色视频区域、红色旧址模型区

域等。

历史书籍区域主要向参观者展示宜春红色革命时期的历史，

让宜春红色革命斗争以文字方式进行详尽展示。红色人物区域主

要介绍与宜春有关联的红色革命历史人物，将与这些人物相关的

历史事件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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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事迹区域展示发生在宜春红色文化的代表性红色事迹。

红色图片区域可充分用图片展示出厚重的宜春红色革命斗争历史。

参观者通过这些图文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宜春红色革命斗争历史。

红色视频区域可以设计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可以将宜春具

有红色革命代表的人物、事迹、建筑等，通过专业人员的讲解，

配以图文，以声音和图文相结合的方式展示给参观者。

另一部分可如观看 5D 效果的“红秀·宜春”红色文化电影，

将录制的话剧、音乐剧、舞台剧、采茶剧等进行播放。这样参观

者可身临其境地了解并感受宜春红色革命斗争状况。

红色旧址模型区域主要是将具有宜春红色文化代表性的建筑，

制作成同等比例缩小版的模型沙盘，展示给广大市民及参观者，

更加具像地让市民及参观者了解宜春红色革命斗争，加深宜春红

色文化在广大市民及参观者心中的印象，有助于宜春红色文化教

育的传承与发展。

（二）打造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旅游品牌

将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打造成宜春红色文化旅游的

新景点。宜春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宜春红色教育旅游，可

为宜春旅游丰富内容、提升文化内涵。

鼓励到宜春旅游的游客通过到宜春红色文化博物馆的参观学

习。可打造宜春红色文化旅游的新景点、新名片，对开展宜春红

色教育也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到宜春旅游的游客有许多对宜春红色文化工作不甚了解，可

通过在有高科技含量的宜春红色文化博物馆的参观学习，聆听经

过培训的金牌讲解员详细生动的解说，观看丰富的宜春红色革命

斗争素材，可更加详细深入地了解宜春红色文化，使他们更深刻

地感受到宜春红色革命斗争的历程。

（三）培育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旅游产品

在宜春红色文化教育前期工作完善的基础上，加强宜春红色

旅游区域合作、融入周边省市红色旅游区域合作，扩大宜春红色

文化博物馆等红色旅游点的知名度，推进宜春红色文化旅游项目

的开发建设。

鼓励青年创新创业，创建国家星级宜春红色文化旅游点、研

学游基地，打造宜春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和品牌，围绕宜春红色文

化教育主题，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宜春红色文化产品，帮扶

红色景区周边居民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展宜春红色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研究，开发宜春红色文化旅游品牌产品，推动宜春地方

经济发展。

四、拓展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宣传渠道

（一）开拓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研究新媒体宣传

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研究需要紧跟新时代发展的步伐。随着

微信、抖音等新媒体网络信息技术在广大人民中普遍被使用，人

们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方式也发生着改变。

微信、抖音等是近几年来市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我们

可以建立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将宜春

红色文化通过新媒体向市民推广。在公众号中将宜春红色文化

进行分类分项科学编排，定时定量地向广大市民推送，这样广

大市民在对宜春红色文化工作长期的关注与了解当中，潜移默

化地接受宜春红色文化教育，起到对宜春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发

展的作用。

（二）在公共区域开展宜春红色文化宣传

传承宜春红色基因，增强人们对宜春红色文化的传承力与发

扬力，公共平台的宣传作用必不可少。可在各城市、农村的主干

道周围等公共区域开展宜春红色文化宣传。

如在城市主干道以及人口相对密集的公共场所，创建宜春红

色文化宣传区域。这些场所可以包括主干道的广告牌、公共汽车

站台、社区的文化墙、政府机关建筑大楼内部等公共文化宣传区

域进行宜春红色文化的宣传。

专栏的创建形式可以包括贴宜春红色文化标语、张贴宜春红

色革命历史人物图文、雕刻宜春宜春红色文化人物雕像，在主要

公共场所为市民免费发放的宜春红色文化宣传资料，将宜春红色

文化渗透到市民头脑中。

五、举行新时代宜春红色文化主题教育活动

（一）设立宜春红色文化纪念日

将宜春红色革命纪念日设立为宜春红色文化纪念日，在宜春

红色文化纪念日，在宜春红色革命旧址或宜春红色文化传承与发

展基地等场所定期开展具有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意义的宜春红色

文化红色教育主题活动，活动的开展可以分为朗诵会、追思会、

情景剧等多种形式，通过红色主题活动将宜春红色革命斗争精神

深入到广大市民心中，让广大市民时刻牢记红色革命历史。

在进行红色革命教育的同时，也注重增强市民对宜春红色文

化的了解与认知，从而助推红色基因的传承向纵深发展。在朗诵

环节可以某一宜春红色革命事件或人物事迹作为诗歌或其他体裁

的创作，朗诵与宜春红色文化有关的原创诗歌、文章。

文章则可以通过向市民征稿的方式，鼓励市民积极参与。挑选

市民中优秀人员进行朗诵，以增强红色文化的渲染力和传播力效果。

（二）将宜春红色文化主题教育融入市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

在开展宜春红色文化主题教育活动时就要积极主动地融入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来培育市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宜春红色文化作为宜春的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马克思主义

信仰、社会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信念。

我们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可采用形象生动的

宜春红色文化内容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利用丰富的

宜春红色文化主题教育载体来扎实有效地开展宜春市民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

力求探寻宜春红色文化主题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

二者的融合方式途径和有效对策，以更好地通过诸如政府引导、

社会支持、学校教育、媒体宣传等方式来将宜春红色文化中铜鼓

秋收起义、湘鄂赣苏维埃旧址等红色文化主题教育融入市民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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