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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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是革命老区、红色之城。全市现有 128 个以烈士命名的镇村、248 处红色遗址。这些红色印记，

既是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保护好、传承好红色文化，既是弘扬先烈精神、再现光

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迫切需要，也是建设“强富美高”新盐城的时代要求。用活用足红色文化资源，

对彰显盐城地方人文特色、宣传展示城市美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盐城把彰显红色文化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整合资源，创新形式、

扎实推进，先后制定出台了《盐城市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保护条例》《关于传承弘扬铁军精神的实施方案》

《关于做好以烈士命名的镇（街）、村（居）烈士墓地修缮、事迹展示等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有力促进

了红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2019年以来，围绕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市委

宣传部组织实施了“百名宣传思想文化干部挂钩烈士命名镇村”活动，以此作为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

践工作的重要举措，用实际行动推进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取得了一定成效。

积极培塑好红色名片。无论 128个以烈士命名的镇村，还是 248处红色遗址所在地的单位组织，都必

须提高站位，强化认识，树立全市上下一盘棋思想，用好用活用足本地红色资源，合力擦亮盐城红色文化

名片。对具有红色基因的纪念地或标志物，地方政府不但要保护好这些红色资源，还要积极培塑，使之成

为地方特色文化品牌。作为以烈士命名镇村和红色遗址所在地，要打好红色资源这张牌，在对外交往和传

播过程中，首先介绍和宣传本地红色故事，逐步对外打造一张有红色印记的文化名片，以此助推地方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强化宣传教育引导，把英烈精神根植到党员干部心中，让干部

群众对红色文化耳熟能详。这样他们对外介绍宣传本地传统特色时，才能怀有一份满满的文化自豪感和自

信心，才能如数家珍地说得出来、传得开去。



深度挖掘好红色故事。红色故事长期不被挖掘发现，便会在历史洪流中被湮没。如何讲好红色故事则

是当前的重要课题。近年来，盐城各地在传承与保护红色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从目前来看，有少数地方对红色文化传承思想上重视程度还不够，精力投入还不多，实际成效还不明显。

少数烈士命名镇村在区划调整撤乡并村中被湮没，不少干部群众对本地红色故事知之不多、了解不深。要

让红色故事鲜活起来，必须加大挖掘力度，通过组织开展探寻活动，搜寻红色资料，深入挖掘 128 个烈士

命名镇村感人故事，挖掘革命先辈身前故后的点滴事迹，挖掘红色英雄人物身上流淌的信念、勇敢、顽强、

坚韧、自制力和纪律性等崇高品质，外化成饱满有力的英烈形象。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抢救和保护，善

用红色资源引导和培树一批懂红色文化、善讲红色故事、富有责任心的红色传人，在传、帮、带中加大力

度弘扬革命传统和先进事迹。

有力展示好红色印记。革命历史得不到充分展示，便会被人们渐渐遗忘。要围绕人物、文物、事件和

精神品质，在红色印记有形化建设、红色文化遗址遗迹开发利用、红色文化普及宣传教育等方面下功夫。

一方面，加强以烈士命名镇村烈士纪念设施、场所的建设、保护与管理，注重发挥窗口作用，建立让人一

眼就见到、一见就明了的红色镇村标识，特别是在进出入镇村的显著位置、主要地段设置地名标示牌，介

绍红色地名来源、烈士简要生平事迹。进一步深化“烈士命名镇村行”活动，按照有墓、有碑、有亭、有

阵地和周边环境整洁“四有一整洁”要求，对烈士命名镇村的纪念设施进行修缮提升，将烈士的名字更多

地用到道路、广场、小学的命名中，浸透到每个盐城人的血液中，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进前

行。另一方面，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要切实解决形式刻板、空洞说教、高高在上等问题，生动还原

一些真实场景，以红色英雄人物可亲可近可学可传的一面，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认同，避免

让红色文化只停留在建筑物、纪念碑和刻板的文字介绍。加大红色传统教育文字、音像、图片等有形化建

设力度，推进红色展陈场所改造升级，与时俱进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新兴传媒优势，推进平面展示向全景

式展示转变，向声光电全新演绎转变，有力增强现场感，提升传播效果。着力解决利用红色资源进行革命

传统和爱国主义宣传的教育形式单一、时间多集中在清明前后、红色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运用喜闻乐

见、寓教于乐的方式，通过编印红色印记系列口袋书、编排红色戏曲、制作红色文化宣传片、建设网上展

馆等形式，推进本土红色文化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网络、红色故事进课堂进讲堂进学堂。

深刻提炼好红色精神。红色文化中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能为促进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在推进红色文化保护和传承过程中，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氛围好、影响少、

作用小”现象，必须坚持效果导向，处理好“有”和“用”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注重塑形，更要立足铸魂。

目前，盐城 128个以烈士命名的镇村大多还处于有形化的外观建设阶段，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精神有待进

一步思考和提炼。为此，需要有关部门牵头组织 128个以烈士命名镇村按照一镇一村一特色的思路，深入

挖掘、提炼红色精神，将烈士的英勇事迹内化为地方发展动力，外化成相对独立的镇村精神标识，形成富

有镇村特色的文化精神，最终有机融合到整个盐城特色的红色文化氛围中。同时，还要进一步挖掘红色文

化的时代价值，传颂英烈事迹、牢记英烈精神，力争用革命精神鼓舞人民群众、用革命斗志激励广大干群。

要把红色文化传承与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发展实践联系起来，引导广大干群在缅怀中追思、在追思中接力、

在接力中奋进，把革命先烈的遗志遗愿转化为做好当下工作的内生动力，转化为建设“强富美高”新盐城

的实际行动。

广泛传播好红色文化。只有广泛进行红色文化传播，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进而增强地方文

化软实力。当前新四军铁军精神已经成为全省、全国有影响的地方精神文化之一。要坚持统分结合，统筹

外宣资源力量，创新传播方式，运用新媒体宣传平台和移动传播手段，加大网络传播传承力度，在更大范

围、更广领域宣传盐城的红色文化，让盐城的红色文化印记直抵人心，进一步推进形成独具特色的红色文

化旅游资源。2018年以来，市直新闻单位组织开展的“传承弘扬铁军精神——烈士命名镇村行”集中采访

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今年 8月，按照“融入长三角、建设新盐城”新的方位坐标，组织开展“寻访



红色盐城的上海故事”活动，让更多上海人了解盐城，更好地建立起盐城与上海的情感纽带。同时，注重

加强外联工作，在盐城牺牲的英烈有不少人是外地人，必须积极开展排查摸底工作，有效建立起与烈士后

人的沟通联系，全面加强与他们的互动，一方面通过展示优秀革命先烈的家风、家言、家书，以及烈士后

人对家风、家教、家训的传承，增进盐城地方干群对烈士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借助烈士后人，对外传播

好盐城红色基因，进而宣传好盐城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成果。加强红色文化传播载体建设，在设计地方标

识中充分融入红色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善用本地红色文化资源，加大文创产品开发力度，设计出系列红色

外宣产品，运用文创产品这一载体，更好地传播和弘扬本地特色红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