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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斗争中铸就的红色文化，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承载着党

的初心使命，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西柏坡、沂蒙、古田、延

安、遵义、井冈山等地，参观考察红色文化纪念场馆，并对用好红色资源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他强调，无

数革命先烈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江苏这片红色热土，孕

育了伟大的“周恩来精神”“雨花英烈精神”“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等。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要充分用好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以直抵人心的方式开展革命理想、革命传统教育，把红

色基因代代传承下去。

让红色文化资源成为鲜活的党性教育课堂

红色文化所凝结的革命精神，是历史的、具体的、生动的。我们要把本地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着的革

命文化内在驱动力和向上的精神力量，融入到主题教育的实践中来，发挥好红色文化对主题教育的融合、

引导和促进作用。特别是要紧密联系党员党性教育的实际，有的放矢，把解决党员思想认识问题和解决实

际突出问题结合起来，提升党员党性修养和精神面貌。

截至 2018年初，江苏省共有省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86个，这是辉映在江苏大地上的红色文化图

谱，是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精神源泉。如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徐州淮海战役纪念塔、淮安刘老

庄八十二烈士陵园等，这些不可移动的文物，形成了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红色基地，是党员教育的

独特课堂。

常州市烈士纪念馆的 4000多位革命烈士中，有红军夫妇罗化成和曾史英，有刑场情侣恽雨棠和李文，

有战地情侣钱敏和李霁，有兄弟英雄瞿坚白和瞿景白，有一门四杰王竹平（父亲）、王永廉（叔父）、王

明（大儿子）、王亮（二儿子），等等。这些烈士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走上了同一条革命道路，有

的在并肩作战时壮烈牺牲，有的为革命事业前仆后继，有的面对强敌慷慨赴死。他们把亲情、爱情和生命

奉献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

一段段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不仅蕴含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更指明了我们“走向何方”

的精神路标。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运用好本地的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

对广大党员干部具有更深的代入感和亲切感，活化为直抵人心的力量。利用好现有的红色文化场馆和基地，

组织党员干部重温历史，让党员身临其境、现场感受，在重踏革命先烈的历史足迹中实现心灵升华，不断

推进党性教育走向深入。

让革命精神散发时代光芒

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党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结合当时的具体

实际，形成和铸造了彪炳千秋的伟大精神，如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

它们都是特定时期党的奋斗历程、光辉业绩与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和集中体现，是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凝聚人民力量、培育民族



精神的好教材，成为传播和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

例如，红船精神以开天辟地的豪迈气概，成为党的先进性之源。把“红船精神”融入主题教育，可以

激励和鼓舞我们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不断去夺取新的胜利。再如，继承发扬新四军“铁

军精神”，就是让过去形成的优良传统，在今天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真正把新四军铁军精神作为凝聚人

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铁军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进入新时代，我们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改革发展成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但今天，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征服更多的“娄山

关”“腊子口”。尤其是“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及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

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我们丝毫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因而，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革

命精神、革命斗志，以彻底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从容应对“赶考”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让榜样激发向上奋进的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星空中，一批批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感天动地、光彩夺目，仅在江苏大地上就诞

生了周恩来、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也是九千多万党员学习的楷模。列宁

说过，道德教育不能只灌输美丽动听的言语和准则，还必须通过榜样的带动才能实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毛泽东在号召党员学习焦裕禄时也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新时代重温他们的事迹，要汲取

他们的精神力量，引领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要以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激励党员干部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发挥模范作用，切实做到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焦裕禄同志以短暂的生命铸就了共产党人永恒的丰碑，兰考“焦陵”中，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而死，

虽死犹荣”的题词，就是对焦裕禄精神这一“永恒”的肯定。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

时期，焦裕禄精神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力前行。在新时代，焦裕禄精神激励党员和干部扎根

基层，实施精准扶贫。党员干部只有把根扎下去，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办，才能真正地把革命事业

干好。

老英雄张富清 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

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不仅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

的榜样，也是所有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不仅有老一代的英雄作表率，时代新人的杰出代表也不断涌现，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无

私奉献、忘我奋斗的精神，凝聚了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如倾情投入革命老区扶贫第一线、奉

献自我、践行共产党员初心与使命的黄文秀，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再如王继

才同志守岛卫国 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要大力倡导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

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向榜样学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