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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探析
李靖通讯作者  徐莹莹

（大连艺术学院  辽宁大连  116600）

摘　要：红色文化资源形成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中，凝聚着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在大学生党性培育中

教育价值不可替代。将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基地建设、创新途径、综合保障，有利于坚定大学生党员政治方向、
树立大学生党员创新精神和提升大学生党员道德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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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formed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condensed the common value pursuit and 
spiritu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value can not be replac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y spirit. 
The integration of Liao Ni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base constructi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and comprehensive guarantee of 
party spirit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direction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establishing their innovative 
spirit and improving their moral accomplish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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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锦州凌河区的辽沈
战役纪念馆，回顾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和辽沈战役胜利进程的
时候强调，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辽宁红色文化资源继承了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彰显着红色时代精神，鼓舞着中华儿女
奋发图强，是坚定的政治信念，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自信和
社会和谐的精神之力。[1] 将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学
生党员党性教育之中，可以拓展大学生党员的思维视野，丰
富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内容，同时，让大学生党员能够自
觉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承者。

一、辽宁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辽宁红色文化资源是党领导辽宁人民在革命、建设和
改革发展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宝贵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财富。一
方面，辽宁有着底蕴丰厚的红色文化，丰富而独特的红色资
源，辽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每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包括革命遗址、博物
馆、纪念馆和烈士陵园等红色文化遗址，据统计，红色文化
遗址 782 处，其中重要人物故居 13 处、纪念设施 273 处和
烈士陵园 70 处。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东北抗日联军西征
会议遗址、辽沈战役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雷锋纪念馆等。
[2] 另一方面，辽宁通过整合每个历史时期的红色文化遗址形
成了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
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祥地，共和国的工业基地，雷锋精神的发
祥地的辽宁“六地”红色文化资源，形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拥有丰富的时代精神内涵和特点。以“六地”为载体，涵盖
了“长子情怀、忠诚担当、创新实干、奋斗自强”的新时代
辽宁精神。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创造了新中国工业的辉煌，
堪称工业奇迹，为国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体现出辽宁人民
一直坚守的“长子情怀”精神品质；十四年抗战的起始地，
辽宁民众率先组成的抗日义勇军，以其血与火的战斗精神和
誓死保家救国的赤子激情，成为后来《义勇军进行曲》创作
的主要素材，激发辽宁人民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热情，在辽
沈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辽宁作为强大后方，辽宁人民都
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展现了辽宁人民的“忠诚担当”家国
情怀；建国初期，辽宁曾创造了上千项全国“第一”，涌现
出雷锋、郭明义、毛丰美等时代楷模，体现了辽宁人民“创
新实干”的意志品格；新时期，辽宁不甘落后，加快振兴老
工业基地，体现了辽宁人民的“奋斗自强”的内生动力。

二、红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党员的教育意义

（一）弘扬红色文化资源有利于坚定大学生党员政治
方向

大学生党员是学生中的骨干分子，坚定大学生党员的
政治方向，对提高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和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 100 多年的奋
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党员紧跟党的领导，用青春与热血
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红色文化资源将种种事迹通过各种
形式展现出来，能够使党员干部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激励共
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不丢弃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3] 在辽宁这片热土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形成的红色文化资源体现了辽宁人民永远跟党走的忠诚和担
当。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能够让大学生党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向关向应、李兆麟、赵尚志等英雄人
物学习，实现共产主义。

（二）弘扬红色文化资源有利于树立大学生党员创新
精神

培养大学生党员创新精神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自身
成长的需要。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在建设、改革和振兴的
道路上，以创新实干的意志品格，创造了上千项全国第一，
新中国第一个电力中心试验所，中国第一台“HP—01 号海
洋机器人”中国第一的舰船建造厂建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
宁舰”，中国机车最全研发基地，中国最大的石油炼化基地，
每一个创新成果将有助于激发大学生党员的创新意识，培养
创新精神，将创造潜能转化成实际创造力。

（三）弘扬红色文化资源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党员道德
修为

大学教育，重在立德树一人，人无德不立，对人教育
的本质在于建立一个人的德行。[4]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
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青年要不断修身立德 , 打牢道
德根基 , 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大学生党员
要学习辽宁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从东北抗联精神、雷
锋精神汲取道德滋养，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的身上感受道
德风范，提高内在素质，做一名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无私奉献、
不懈奋斗、诚信务实的新时代青年。

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路径

（一）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基地建设，实现
党性教育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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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是以文化馆、遗址和烈士陵园的形
式，将名人事迹、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展示出来，能够使大
学生党员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党性修养。[5] 辽宁红色文
化资源丰富，通过开发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形成文化馆类的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以博物馆、纪念馆和档案馆为主，如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辽沈战役纪念馆、关向应纪念馆等；遗
址类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以革命时期留存下来的战争遗址
旧址为主，如中共满洲省委旧址、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等；烈士陵园类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以
缅怀先烈修建的墓园为主，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塔山革命
烈士陵园、辽沈战役烈士陵园等。辽宁各地政府和高校根据
地方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特色，开展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主
题的实践教育活动，保证大学生党员真正成为传承红色文化
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使新时代青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二）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创新途径，增强
党性教育吸引力

1、发挥好红色文化资源的党课教育效果
党课是党性教育的主渠道。红色文化资源纳人大学生

党员的教育课中，丰富和活化大学生党员的教育形式。[6] 在
党校培训过程中，首先将革命文化和英雄事迹引入到党课的
教学内容中，介绍九一八事变，警示大学生党员勿忘国耻，
吾辈当自强，讲述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
分享赵尚志将军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的悲壮而又传奇的一生事迹。其次采用科学多元化教学方法，
利用校园的校史馆、雕像以及文化墙开展体验式、对话式、
走访式的教学方法，贴近大学生党员的生活，加深体验与思
考。最后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欣赏历史影像，红色歌
曲，红色作品，增加学习兴趣，感悟革命精神。

2、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的校园文化活动
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到校园文化活动中，能够营造良好

的红色文化氛围，进一步效优化高校党建的活动空间，增加
党性教育的途径。所以，高校在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的过程中
引入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用红色文化资源所含有的的精神
力量提高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价值。比如：专门在校园文化
广场、教学楼、寝室楼、食堂等显眼处，设置英雄雕像、名
人事迹、革命艺术作品等红色文化元素，将红色文化元素融
入到校园文化环境建中，为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创造有力的
育人环境。在校园内组织红色文化系列的观影活动、话剧表演、
红歌会、书法征文、朗诵等校园文化艺术活动，能够重温党
的光辉历史，更加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激发学生党员爱
党爱国热情，引导大学生党员奋发上进。

3、开展好红色文化资源的社会实践活动
党课是第一课堂，让大学生党员对红色文化有初步的

认知，校园文化活动是第二课堂，让大学生党员有将理论转
化为实践的初步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是第三课堂，让大学生
党员将革命精神内化为个人的党性，外化为实际生活的表现。
高校可定期组织大学生党员到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参观考察，
在关向应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奠英
烈，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寻访革命史迹，参观考察后撰写感
悟体会，组织座谈分享。同时还可组织大学生党员到红色文
化教育基地担任讲解员，表现优秀可留任做宣讲员。此外，
还可以组织大学生党员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调研与社会服务，
如利用假期到家乡访问革命老战士，搜集红色故事，这种深
入调查研究更能深刻体会到党的光辉历程。同时，根据大学
生党员的专业特长到基层开展艺术实践活动，提升党性教育
价值。

4、打造好红色文化资源的网络教育平台
现代网络自媒体应用非常广泛，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成为大学生表达思想，娱乐休闲，学

习技能的传播中心，满足了当下大学生党员的成长需求。将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必须重视网络教育
平台的建设，充分发挥网络在宣红色文化资源中的优势，提
高党性教育的针对性。[7] 辽宁高校利用网络优势，打造本土
红色文化资源网络教育平台，建立红色文化资源的官方网站、
公众号、抖音、微博，以视频、图片、文字的方式向大学生
党员宣传推广名人事迹、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实现互动，
拉近距离，为学生党员获取红色文化资源资料提供可靠来源。
通过建设红色文化主题网站、公众号等方式加强红色文化的
宣传，同时，能够将红色文化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价
值观念植入学生党员思想和行为上，提升党性教育效果。

（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综合保障，保证
党性教育实效性

为保证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实效性，需有与
之相适应的保障机制。[8] 第一、完善经费、场地等方面的物
质保障机制，如学术交流、课题研究经费、活动资金的支持，
开展红色文化党性教育活动需要实践场地和设备，保障红色
文化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物质基础。第二、提升党务工作者
素质，党务工作者综合素质的高低决定着红色文化资源融入
党性教育的效果，所以要高校有计划的组织学习、培训、锻
炼，来提升党务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同时加强党
务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强化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性教育
的主体责任。[3] 第三，建立健全运行与评价机制。先要明确
各个部门的分工职责，再制定实施方案，使红色文化资源融
入党性教育能规范运行。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实施
是否取得预期效果，需要健全评价机制，保证党性教育持续
性、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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