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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宁夏红色资源助力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走深走实 
杨英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  宁夏  750002） 

摘要：宁夏回族自治区因为红军长征特别是西征，留下了非常宝贵而丰富的红色资源。文中首先是界定了宁夏红色资源，然后

以从南到北以市为单位，梳理了宁夏的主要的红色资源，包括遗址遗迹、建筑设施等。在此基础上，探究宁夏红色资源在大学生党

员党性教育中独特的育人价值，及如何更好的将宁夏红色资源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中，由此为依托助力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走

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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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夏红色资源概况 

1、宁夏红色资源的内涵 

宁夏红色资源是指，在宁夏境内，中国共产党带领宁夏回汉各

族儿女，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过程中，形成的有育人价值的

独特的资源，包括物质形态的资源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内核。物质

形态的红色资源，主要是指静态的红色资源，比如将台堡红军长征

会师纪念馆、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任山河烈士陵园、单家集革

命旧址、同心红军西征纪念园等。由这些物质形态的红色资源形成

的精神内核，包括“长征精神”，“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

“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精神等。这些都是革命先辈留给

宁夏人民最好的精神财富，对宁夏的党员，尤其是大学生党员都有

重要的教育意义。 

2、宁夏红色资源分布 

宁夏虽然是全国最小的省，但红色资源非常丰富多达 106 处，

下辖 5 个市，从南到北依次是固原市、中卫市、吴忠市、银川市、

石嘴山市。现将各市涉及的主要红色资源进行简单梳理。 

 遗址遗迹 建筑设施 

固 

原 

市 

中共红河地下支部旧址；小岔沟毛主席长征宿营地旧址；乔家渠毛

主席长征宿营地旧址；单家集革命遗址；中共固原县委草庙遗址。 

红军长征青石嘴战斗纪念碑；老龙潭革命烈士纪念亭；六盘山

长征纪念馆；将台堡红军长征纪念园；固原革命烈士纪念碑；

任山河烈士陵园。 

中 

卫 

市 

海原关桥堡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部遗址；“禁房藏红军”旧址；张

恩堡战斗遗址；七营镇战斗遗址；红洋坊战斗遗址；七营镇邓小平

宿营地旧址；贺家堡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遗址。 

中宁南河子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中卫孟长有烈士铜像；郝沟

村中国工农红军西征纪念馆；牌路山烈士陵园。 

吴 

忠 

市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旧址（同心清真大寺）；马和福烈士就义地旧

址；“抗战之声”小号手遗址；西征红军瞭望塔（豫旺钟鼓楼）；豫

旺县苏维埃政府旧址；杨家岭堡子红军后勤总指挥部遗址。 

红军西征纪念馆；余家桥烈士陵园；红军西征纪念碑；盐池县

城以东 16 公里的盐场堡；涝河桥烈士陵园；盐池县革命烈士

纪念馆；同心烈士陵园；盐池县革命烈士纪念碑。 

银 

川 

市 

种鼓楼（中国宁夏第一个特别支部旧址）；玉皇阁（《中山日报》办

公旧址）；银川实验小学（抗日救亡活动地遗址）；仁存渡口（十九

兵团解放银川横渡黄河旧址）；宋澄小学（中共宁夏工委旧址）。 

银川八里桥革命公墓；银川中山公园烈士纪念碑；灵武市烈士

陵园；宁夏博物馆；宁夏解放纪念碑；永宁县宁夏工委纪念馆。 

石

嘴

山

市 

平罗县黄二完小（抗日救亡活动旧址）；刘志丹、谢子长在宁北建

党活动地遗址；任天财革命烈士殉难处。 

贺兰山革命烈士纪念馆；红四军革命历史纪念碑；黄渠桥镇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任天财、李双双烈士雕像。 

 

除此之外，红军西征时还留下很多故事，如《苏大娘冒险救伤

员》、《回民为朱瑞要战马》、《同心城里结伴侣》、《洪教主巧救联络

员》、《大鼻子红军》、《斯诺在预旺》。另外，还有红军西征时流传

下来的歌谣《红军打宁夏》等。[1] 

二、红色资源在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中的独特价值 

1、红色资源是大学生党员党性意识教育的领路人 

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的希望，而大学生党员则是这个群体中的

中坚力量。疫情之后，世界格局深刻变化，西方反华势力不断渗透，

作为中坚力量的大学生党员的党性教育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新时

代的大学生党员就总体来看是合格的，他们积极、进取，基本能够

跟的上党中央的谋划和部署，未来可期。但仍然有一些问题较为突

出，比如入党前动机不够清晰，有些甚至较为功利，“为了好找工

作”而入党的学生，大有人在。入党后，在组织纪律性方面不强，

同时，政治责任感、服务大局的意识都较弱。宁夏的红色资源中“不

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是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领路人，深

入挖掘这些红色资源并充分利用起来融入到高校日常的教学工作

中，才能保证宁夏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正确方向，也才能培养出

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服务祖国优秀的接班人。 

2、红色资源是大学生党员党性理论教育的活素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对党员党性

的培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对部队指战员讲到，“党性问题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2]大学生党员是党性教育也是我党非常重视的一项

事业。但目前，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党员党

性教育的机制虽然已经建立，但还不够完善，形式大于内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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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党员党性教育除了要创新教育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扎实的内容。

红色资源有其独特的价值，它是一种可持续的党员党性教育的资

源，是大学生党员党性理论教育活的素材，为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

源源不断的注入新的活力，也提供了新的内容。高校可以依托这些

活素材，创新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形式。如，开展线上线下红色

主题的书画展、摄影展，各高校可以在官网上开辟红色故事专栏，

在学校的广播站推出红色主题的栏目，将这些红色资源用好用活。 

3、红色资源是大学生党员党性实践教育的落脚点 

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既要注重理论学习，也要重视实践。理论

学习的具体形式，各高校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以学习文件为

主的集中政治理论学习、经典红色影片的观赏、还有书面的考核等

方式。理论学习，虽然也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对个性鲜明的当代

大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一些大学生党员甚至把政治理论当成了

空洞的口号，对理论学习的也常常是抱着应付的态度。久而久之，

理论学习难免会留于形式，这便失去了政治理论学习的真正目的，

也达不到党员党性教育应有的目标。因此，理论学习应与实践教育

相结合，而红色资源就是一个很好的落脚点和着力点。 

三、依托宁夏红色资源助力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走深走实 

1、把宁夏红色资源列入我区高校教育教学体系中 

宁夏的红色资源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拿来就能用，它还需要

适当的转化，否则便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其育人价值和教育功能。

红色资源列入到高校教育体系中，可以从下面三个层面着手：一是

依托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式可以是多种的，比如在课前，教

师可以每节课拿出五到八分钟，让请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讲述鲜为

人知的宁夏的红色故事。二是组织相关专家编写宁夏本省的学生喜

闻乐见的红色教材，并将其列入到教育教学的体系之中。三是通过

教师基本功大赛等多种形式，扩大宁夏红色资源的影响力，对比赛

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教师，可以组织团队为其打造以宁夏红色资源为

主题的精品课程。有了专门的教材和精品课案例，其他高校可以依

据本校的实际情况来开设以宁夏红色资源为主要内容的选修课，深

入系统的介绍宁夏的红色资源，不断的推动宁夏红色资源的挖掘和

利用。四是将宁夏的红色资源融入各高校的专业课程，潜移默化的

影响学生的思想。 

2、把宁夏红色文化融入我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 

一个学校的发展不能仅靠硬件设施，还要重视软件设施，在软

件设施中，校园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校园文化就像学校里的

空气无处不在，好的校园文化能够给学生以积极的、正能量的影响。

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能够对学生身心的发展起到很

好的推动作用。宁夏的红色资源非常丰富，但大学生对此知之甚少，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宁夏的红色文化，一方面能够提升宁夏高校

校园文化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大学生对宁夏的红色文化有更

多的了解。具体形式是多样的，一是在校园的内的教学楼、宿舍、

食堂都是可以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介绍宁夏红色遗址、人物

事件。二是每一学年可以定期开展红色故事大赛，演讲比赛，激发

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情感。三是可以鼓

励学生成立以挖掘和宣传宁夏红色资源为主题的社团，社团可以组

织学生排演红色剧目等。例如，今年我院排演的红色剧目《江姐》

和《又见王二小》，通过参演红色剧目让学生更多的了解红色故事

及故事背后的那段历史，在学生心中播下了红色的种子。 

3、把宁夏红色资源注入大学生党员专题教育活动 

习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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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能够经

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

和崇高追求。”[3]因此，对大学生党员党性意识的培养归根到底也是

要培养其坚定的理想信念。改革开放这 40 多年，随着我国经济的

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00 后的大学生生活环境有了

巨大的变化，他们所秉持的价值观也逐渐多元化。宁耀团队调查显

示：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中，有 9.2%的大学生党员不认为“在当代中

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 15.3%的大学

生党员觉得说不清楚。[4]这反应了少数的大学生党员理想信念不够

坚定，究其原因，还是没有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历

史、改革开放史。因此，要利用好宁夏的红色资源，在各高校开展

各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培养大学生党员党性意识。 

4、把宁夏红色遗址打造为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基地 

宁夏有专门的党性教育基地，但没有专门针对大学生党员党性

教育基地。大学生党员有其特殊性，他们社会阅历较浅，相对已经

工作的同志较为理想化，理论学习较多，社会实践不足等。针对他

们的特点，应该打造跟适合他们的教育基地。宁夏的主要红色遗址

有 106 处，可以从中挑选 20 个左右，将其打造为大学生党员党性

教育基地。一方面，教育基地主要是依托宁夏的红色资源，以实践、

体验课程为主，重在锤炼大学生党员的党性。另一方面，可以把教

育基地的培训与校内课程做一些适当的结合，比如也可以把它设置

为大学生假期的实践课，鼓励大学生党员利用节假日，参观宁夏的

革命遗址，深入了解和挖掘宁夏红色故事，如果有能力可以对发生

在该革命遗址的故事进行收集整理。 

四、结束语 

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不能一蹴而就，

为提升效果，在实际中要充分利用宝贵的红色资源。宁夏有着非常

丰富的红色资源，政府和各高校应充分的利用起来，既要创新形式

也要充实内容，克服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中空洞的说教，为大学生

党员党性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同时借助宁夏的红色遗址开展党员

党性实践教学，助力宁夏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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