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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现实境遇与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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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红色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开始朝着数字化的方向稳步发展，实现了典型精神形态圆融性

精神形态的顺利过渡，具有明显的育人作用及思政教育功能，逐步构建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内容体系和框架。在信息化以及网络化

时代之下，红色文化资源受到了许多负面思潮的侵蚀和渗透，历史虚无主义直接冲击着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以及整合利用。只有

着眼于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的具体规律以及现实境遇，想方设法地提升这一资源的内涵以及价值，积极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

保护及开发，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时代发展的挑战及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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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our country'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bundant, and it has

begun to develop steadily in the direction of digitalization, realizing a smooth transition of typical spiritual forms and harmonious spiritual

forms, with obvious educational function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unctions. , and gradually build a relatively complete

content system and framework. In the age of informatization and networki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have been eroded and penetrated by

many negative ideological trends, and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directly impacted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tegrated utiliz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Only by focusing on the specific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trying to improve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this resource, and actively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can

we better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and press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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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我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资源、精神资源、物

质资源的总和，红色文化资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快速发

展。通过对这一特殊资源的分析及研究可以了解党的文化追

求、政治纲领以及社会建设方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

载体和象征。在建党 100周年之际，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传承

以及创新备受瞩目。只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借助这一特色

资源调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才能够更好地建设和谐

社会，顺利实现中国梦。

1 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现实境遇

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红色文化资源扮

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育人功能比较明显，内容体系较为完善及

成熟，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信

息化以及科技化时代下，网络碎片化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直接挑

战着红色文化资源，只有站在宏观的视角高瞻远瞩，深入了解

红色文化资源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趋势以及发展规律，才能

够更好地实现与时俱进，调整发展模式以及发展方向。

2 资政育人功能越来越明显

一直以来，我国十分关注红色资源的整合利用，借助红色

资源中所蕴含的红色传统培养优秀青年。红色文化资源的资政

育人作用比较明显，功能较为强大，能够为社会主义发展史、

改革开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党史教育提供必要的契机

和支持。红色文化资源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性质、价值、宗旨

与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党史的存在密切的联系，能够更好地体

现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始终代表中华人民的根本利

益，为国家的富强以及民族振兴提供必要的支持及帮助。

从微观的视角上来看，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与历史以

及现实存在密切联系。首先，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包含的具体内

容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主题教育存在明显的一致性和相通性，

两者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为基础，

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与中国共产党利益的一致性和协同性。红色

文化资源中所包含的价值主旨和红色基因比较丰富，与中国共

产党的主题教育保持一致，能够为主题教育提供必要的精神支

柱以及理论支持。在学习党课以及参观纪念馆、瞻仰旧址的过

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逐步坚定个人的理想信念，真正做到

为人民服务。

学校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整合利用红色文化资

源，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和革命文化教育相结合，全面推

进改革开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史以及社会主

义发展史的学习和教育工作，借助红色文化资源提升思政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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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层次。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脱贫扶贫工作，让学生在“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创业大赛”中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逐

步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净化学生的心灵，坚定学生的理想信

念以及思想政治立场。立足于本地红色文化资源，充分凸显地

域特色，逐步融入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资源，积极拓展课堂容

量，在深入钻研教材中的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强化学生对中

国历史传统的理解及认知。学校设置了专门课程，利用“红色

经典导论”，“中国红色文化精神”，“红色文化十讲”来引

导学生、鼓励学生，全面落实好德育教育。

3 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谱系不断丰富

改革文化资源、建设文化资源以及革命文化资源组成了红

色文化资源的主干，是该资源内容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红色文化资源体系越来越完善，具

有明显的发展性以及开放性，融入了不同阶段的新内容。在积

极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红色文化资源体系产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代表着中国共

产党的精神图谱以及红色基因。始终坚持长征精神以及为人民

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迎难而上，这些是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支撑。其次，红色文化资源的内

容更加精炼，思想层次更高，实现了进一步升华。既包含革命

战争时代的西柏坡精神，也融入了具有一定时代意义的创新创

业精神、民主精神。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对红色

资源的有效传承以及保护，以理念精神形态为基础，进一步挖

掘制度形态，积极保护物质形态。最后，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越来越快，融入了许多的时代血液，其

中工匠精神则是典型代表，另外劳模精神以及斗争精神也备受

关注，抗疫精神所体现的命运与共、举国同心以及生命至上具

有明显的时代特色。这些都代表着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以及中

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地位，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谱系更加成

熟。

4 历史虚无主义消减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通过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分析及研究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

的革命建设进程，所包含的文化财富非常丰富，是比较典型的

历史资料。历史虚无主义直接歪曲了红色文化资源，导致红色

文化资源的历史根基被受影响。从历史的视角上来看，历史虚

无主义忽略了对道德立场的全面判断及分析，存在许多的片面

认知，没有站在不同的视角对重大历史革命事件以及历史人物

进行客观综合的考量。严重影响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

系。从价值层面上来看，历史虚无主义逃避理想信念，过度关

注感性欲望以及感官刺激，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则

是代表。这些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主旨以及伟大成就，不

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弘扬以及灵活利用，严重影响了和谐

社会的建设。导致公众的综合素养持续下降，意识形态也受到

了冲击。

5 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实践

5.1逐步提升红色文化资源内涵

通过上文的简单论述和分析不难发现红色文化资源的精

神支持作用非常明显，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留下来

的精神财富，对推进社会文明建设有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红色文化资源内涵的逐步拓展不容忽略，这一点要求我

国以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为基础，主动从红色文化资

源中获取养分。将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相结合，有效拓展及延伸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首先，

将红色文化资源中的丰富经验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地位，了解民众的传统心理、社会

习惯、地区风俗以及交往规则，坚持创造性发展以及创新性转

化的具体方向，充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其次，根据革命战争时代中的各种史料，借助信息化技术

以及数字化技术，有效整理红色文化资源并进行及时改进。站

在国际视野以及历史视野搜集和整理各种历史文献资料，深入

剖析各种历史事件以及细节，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各种历史

人物和历史事件，坚持精细化、专业化的革命文化发展方向。

最后，以归纳、总结和凝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根本，将

时代主题和改革特色相结合，在有效整理和归纳的过程中全面

弘扬以及发展红色文化，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优化利用及配

置。借助改革精神来武装公众的头脑，确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放异彩，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时代发

展。

5.2保护性开发红色文化资源

作为不可再生性的资源，红色文化资源的社会地位比较

高，教育意义非常明显，因此，该资源的保护以及弘扬势在必

行。为了充分凸显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作用，首先需要关注对

这一资源特性的有效分析，以保护性整理和保护性修复为基

础，根据红色资源的生命周期，积极融入各种创造性的呈现方

式。逐步丰富历史细节，充分凸显红色文化资源的立体性、生

动性。其中社会声誉、历史贡献以及政治地位的有效保护最为

关键，这一点有助于红色文化资源真正地被公众所尊重和推

崇，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开

发。

首先，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为红色文化资源的建设

以及弘扬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及依据。促进跨地区的合作，打

破地域和时间的壁垒。其次，站在顶层设计的视角，明确相应

的保护战略，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及弘扬，严格按照

原则、目标以及行动路径积极建设红色文化资源。

最后，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整合利用各种市场化机制，

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文旅集团公司需要

主动参与其中，发挥领头羊的角色作用，积极设计以及实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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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建设工程，比如革命历史博物馆、生活小镇、商业街以

及文化广场，加强革命文物单位与民营资本之间的联系。合作

开发红色主题动漫作品、纪录片、影视剧以及各种新媒体产品，

在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地发挥市场的作用，积极组织优秀的红色

文化资源开发队伍。

5.3借助全媒体提升红色文化资源传播效果

在融媒体的大环境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融合和程

度越来越高，传统的传播方式直接被转变，红色文化资源传播

速度逐步加快，发展方式更加多样，能够更好地避免单一化传

播模式的束缚，充分凸显现代信息技术对红色文化资源传播的

重要辅助作用和价值。传统媒体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作用比较明

显，具有一定的主导优势，社会影响力较大。因此在全面传承

以及弘扬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线上线下的同频播传播不容

忽略，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新旧资源的有效整合。

首先，以交互式发展为基础，充分凸显不同传播主体的优

势，以深度挖掘传统媒体为着眼点，借助传统媒体的权威地位，

有效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质量和效果。在专刊专栏报道重

要人物以及各种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有效串联碎片化红色文化

资源，立体呈现历史人物，充分展现各种革命事件的庄严性和

厚重性。新媒体能够更好地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多维度的信息

传播，传播质量和传播速度能够得到保障。因此。在传播红色

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新媒体，能够更好地营造大保护格局，确保

红色文化资源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

其次，逐步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内容，深入剖析这一

资源的严肃性以及政治性，了解新时代背景之下公众的精神文

化诉求，积极实现理论向生动故事的有效转化。凸显红色文化

资源的形象性、具体性和生动性，全面加大对这一资源的开发

力度，保障社会公众也能够主动参与其中，积极弘扬以及传承

红色文化资源。

最后，逐步拓展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路径以及方向。以思

想政治理论课为主体，凸显这一课程的主阵地作用，全面调动

教育工作者的能动性和自信心，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史教育

以及党史教育活动，借助升旗仪式、宪法宣誓等特殊的仪式，

在精心设计及内容优化的过程中全面提升公众的文化认同感

以及文化自信心。

6 结语

红色文化资源在不同阶段的丰富发展直接关乎国家的发

展壮大，在有效拓展及延伸红色文化资源的时间和空间时，中

国共产党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只有进一步弘扬以及发展红色

文化资源，充分凸显这一资源的精神动力作用，利用丰富多样

的红色基因开展各项管理工作，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四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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