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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新时代党建工作的路径研究

林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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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目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着眼全局，在新时

代背景下，这需要各个部门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形成落实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整体合力，

尤其是高校需要做好政府的助手和参谋，加入到研究新时代党建工作路径的研究中来，通过促进高校与红色基因传承融合

来做好新时代的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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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lement the party's 20 spiri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era of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overall goal,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 need overall consideration, global perspective, to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is requires each department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overall with key breakthrough, need to mobilize all aspects strength, impl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the overall force, especiall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do the government's assistant and staff , to join 
the research of the new era of party constru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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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山东作为齐鲁文化的发祥地，有灿烂的古代文化，近

代因为沂蒙山、莱芜、淄博工矿区，典藏了光辉的“红

色”历史，在此背景下挖掘身边的国史、党史，讲好山东

故事，通过利用小故事来讲出大道理，拉近历史与现实之

间的距离，促进红色基因传承发展，创建红色基因传承品

牌，用信息化的技术手段，以充分地发挥出媒体深度融合

发展的价值与作用，传播红色品牌是落实新时代党建工作

目标的重要路径。以此为契机，推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建

设，促进山东整体工作提升。

1　红色基因传承是新时代党建工作的灵魂

红色基因传承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不断积累当

中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载体的总和。它包括了物质文化、制

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其中的物质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

所带领全国人民在革命的不断实践当中，所留下的革命遗

址，如纪念馆等遗迹、遗址、遗物等。其制度文化是指，

我中华民族在革命实践当中，所形成的重大决策、政策法

规、纪律条例。其精神文化是指，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革命精神。我们推进新时代党建

工作，必须把红色基因传承融入党建工作的方方面面，不

断提升新时代党建工作的质量。

1.1将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新时代党建工作，是铸造忠诚

的迫切需要。从革命战争年代到今天，我们每一个共产党

人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奋斗史。新时代

党建工作，就是要把这种忠诚于党的红色基因传承融入进

去，确保全体党员在言行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信

念上对党、国家和人民及其事业充满信心、绝对忠诚，在

时间上保持坚定不移，在品格上矢志不渝，在行动上主动

自觉，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不断汇聚共

同发展进步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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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将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新时代党建工作，是坚定信

仰的迫切需要。当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我们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战胜一个又

一个艰难险阻的伟大精神力量，也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本质特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惨痛历史教训充

分证明，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对当代中国而言必将是灭顶之

灾。昨天，伟大的党依靠信仰的力量夺取了伟大胜利，明

天新时代实现伟大梦想的新征程之中，坚定的共产主义理

想信念，也必然不能缺席。我们党98年光辉奋斗历程创造

的璀璨红色基因传承，蕴含着丰富的共产主义信仰养分。

必须把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新时代党建，才能教育全党补齐

精神之钙，铸就信仰之魂，确保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所做

的每一项决策都牢牢按照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指引大步  

向前。

1.3将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新时代党建工作，是保持

斗志的迫切需要。在98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创造的

厚重文化，彰显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也透射着强劲

的时代精神，能够极大地激发全党上下干事创业的精神

斗志。比如，长征精神，体现的是共产党人面对挫折“

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以及不

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等。我们把这种精神

融入到新时代党建工作中去，就是为了激励全党上下，

面对挫折，要敢于斗争、敢于直面矛盾和困难，敢于解

决问题。又比如，井冈山精神当中充分地体现出了，共

产党人“坚定的信念以及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创

新”的精神风貌，展现的是共产党人面对国内革命的严

峻复杂形势。我们也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融入到新

时代党建工作中来，不断锤炼新时代共产党人昂扬向上

的精神力量。

1.4将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新时代党建工作，是正风肃纪

的迫切需要。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注重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注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注重加强作风和纪

律建设。无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共同富裕思想，还是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内涵，博大的

红色基因传承处处闪耀着人民性的光辉。而不管是安源路

况工人大罢工时期最早开展的系列整顿与惩处相结合的反

腐倡廉工作，还是到中共五大建立监察委员会，党一直都

把党风纪律建设摆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将这些革命中形

成的红色正风肃纪文化融入到新时代党建工作中去，必将

进一步地积极地拓展新时代背景下党的纪律建设的内涵，

持续加强和改进党的先进性以及纯洁性建设等问题，营造

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上四点，充分说明了把红色

基因传承融入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

说，是必须要贯穿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全过程的灵魂，必须

坚定不移的抓实抓细抓长抓常。

2　信息化背景下，红色基因传承融入党建工作的主要

问题

2.1系统性梳理不够。从目前的来看，虽然线上红色基

因传承资源已经相当丰富，比如，学习强国APP平台，在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各型、各类红色教育资源的网络化系统

性展现，但在内容方面，面上宣传的东西较多，从整体上

看，相比于线下庞大的红色基因传承资源，学习强国APP上

的红色资源还是不够丰富、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从地方

上来看，不少红色基因传承资源丰富的地方，也缺乏红色

基因传承的系统性挖掘和利用、整合，多数是单点汇聚，

各讲各的故事，缺乏高效立体式的全方位整合。比如，山

东省红色基因传承资源丰富，红嫂纪念馆、八路军115师

司令部旧址、海阳市地雷战纪念馆等各自宣传，缺乏分门

别类的资源整合，也缺乏在全国叫得响的红色资源整合品

牌。还有些红色资源为了宣传效果存在夸大的情况，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红色资源融入党建教育效果的发挥。

2.2创新性手段不多。从整体来看，信息化条件下，各

地开展红色资源利用的手段都比较单一，一般都采用资源

上网，利用网站或者APP等载体，通过文字或者视频等方式

利用红色资源。还是以学习强国APP为例，应该说，学习强

国APP是迄今为止红色基因传承资源整合程度最高、受众最

广的线上党员学习教育平台，利用积分兑换流量等方式也

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激励作用，广播、视频、文字等表现方

式也比较多样，但是沉浸式、互动式的资源展示方式开展

的较少，学习积分的激励效果也有限。

3　信息化背景下，推动红色基因传承融入党建工作的

对策性建议

3.1“一桥一路一平台”打造红色基因传承与新时代高

校基层党建工作无缝对接

3.1.1构建红色基因教育“立交桥”

当代的大学生个个气宇轩昂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在

新时代背景下如果要提升高校党建工作的有效性，那么高

校需要红色基因的融合，并要将红色基因教育来作为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供给，构建红色基因教育“立交桥”

。一是，要搭建好“网络之桥”，通过创新的红色基因教

育的网络平台，利用微信、抖音、快手等多种新媒体平台

以及VR/MR等信息技术，来增强红色文化教育丰富性。二

是，要搭建要“文化之桥”，高校在推动红色基因传承当

中，要注重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尤其是要把红色基因

引入到文化语言教育当中，让大学生更加容易地接受与进

行传播。三是，要搭建“创新之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是高校教育当中重要内容，因此高校要将红色基因文化融

入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来提升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

对于引导大学生树立“不忘初心跟党走”的信念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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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建立红色基因教育“连接路”

在高校开展党建工作当中，通过建立红色基因教育“连

接路”，可以促进高校党建工作的高效性开展，所以高校

要积极建立红色基因教育“连接路”。一是，要将期融入

到思政课的全过程，让红色基因教育全面服务于“课程思

政”，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地融入到高校教育的

全过程当中，而过去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的育人高

校管理模式。二是，要体现出红色基因在社会实践当中的

全过程作者，通过学校和市团委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建志

愿者服务站、组织宣讲红色知识等方式，来有针对性地开

展红色文化教育的实践活动，将红色基因教育有效地融入

到具体的社会实践当中；三是，要将红色基因渗透校园文

化建设的全过程，全面促进红色基因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

有机融合。

3.2信息化背景下，推动红色基因传承融入党建工作的

策略

3.2.1坚持系统性整合。只有系统整合红色基因传承，

才能为党建工作的高水平推进打牢坚实基础。

3.2.1.1要高位推进。学习强国APP目前取得的成果充

分证明，红色资源的利用与整合必须从机制上实现高位推

进。利用高站位，有效整合更多资源，为党建工作实现资

源利用的更大化提供坚实基础。从国家到省再到市县，每

一级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国家层面可以强化对全国

各个红色资源领域的整合和重点资源的整合攻关、指导作

用，地方应当系统梳理本地区的红色基因传承资源，加快

构建全国联网的系统性红色基因传承资源平台。

3.2.1.2要高水平投入。信息化背景下，推动红色基因

传承融入党建工作，必须要充分利用好现代信息技术。这

就要求党委和政府要加大资金、技术投入保障，同时，要

借助发展红色旅游的契机，探索利用红色基因传承融入党

建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3.2.1.3要高品质挖掘。推进红色基因传承挖掘，是

实现红色基因传承内涵不断丰富的根本保证。信息化背景

下，推动红色基因传承融入党建，除了要整合资源，也不

能忘记推动红色基因传承的进一步挖掘。地方主管部门，

要针对本地区的红色资源状况，进行深挖细查，不断丰富

红色基因传承的当代价值，提高红色基因传承融入党建工

作的质量和效益。

3.2.2坚持全面性融入。历经风雨而内涵丰富的红色基

因传承，会涉及到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多个方面。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更

要把这些丰富内涵的红色基因传承发扬好、传承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融入到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确保新时代党建

工作的质量。当前，从全国来看，我们已经夺取了反腐败

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但要把胜利成果持续巩固好还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

3.2.3坚持创新性融入。在坚持传统方式的基础上，比

如，观看视频、文字资料，利用线上APP等，还要坚持因

时、因地和因人制宜的原则，创新红色基因传承融入党建

工作的方式。

3.2.3.1要强调互动性。信息化背景下，要利用现代技

术手段，实现利用红色基因传承资源开展党建线上线下互

动，参与者开展体验式互动，最终实现一方面传承好红色

基因传承资源，另一方面提升党建工作的实际效果。

3.2.3.2要强调趣味性。红色基因传承资源本身是严肃

的，但也可以探索推动红色基因传承趣味性利用，采用广

大党员干部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红色基因传承融入到党建

活动的方方面面，提升党建工作成效。

4　结论

总之以“思政课”为主体，以党课和团课为两翼，以本

地红色基因传承资源为补充，全面提高党建育人的功能。

也拓展了高校党建育人的重要路径，全面有效促进党支部

组织阵地育人功能的发挥。在信息时代背景下，高校要利

用好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计算机实验室，在高校建立

党史VR体验馆，生动直观记录、反映党史。依托高校网站

和微信公众号，来建立“红色在线”信息平台等来促进红

色基因文化的传播。信息化背景下，信息传输速度极为便

捷、规模极为庞大，为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的弘扬和传承

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信息化背景下为谣言、

不良言论的传播提供了工具。因此，新时代，我们要发挥

高校优势，顺应信息时代科技传播手段的发展变革，利用

信息化手段，讲好党史国史这一“培根铸魂”的工程，让

红色基因传承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中起到凝魂聚力、资

政育人的作用，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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