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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红色文化资源在泸州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张翔
1
 

（西南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摘 要】：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红色文化以历史遗存、精神价值等表征形式存在。红色文

化资源在脱贫攻坚战斗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从泸州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构筑脱贫攻坚的精神堡垒，泸州丰富的红色

文化资源提供脱贫攻坚的范式选择，泸州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助力脱贫攻坚三个方面阐述红色文化资源在泸州脱贫

攻坚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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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红色文化以历史遗存、精神价值等表征形式存在。回望历史和展望未来的长河里，

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都无可替代。红色文化资源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蓝图里，在泸州脱贫攻坚的战斗中，发挥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 泸州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构筑脱贫攻坚的精神堡垒 

红色文化资源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主要以物质形态、

精神形态和作品形态的方式表现出来，凝聚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传承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精神支柱。 

泸州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蕴含着深刻且极具教育意义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遗存弥足珍贵，蕴含着革命精神、革命道

德等精神标识，有红色主题陈列馆如“况场朱德旧居陈列馆”“泸州起义陈列馆”“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等，有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如龙透关泸州起义遗址、棉花坡护国战争古战壕遗址及护国岩等，还有泸州起义电报楼遗址、松坡楼等诸多红

色遗存。目前虽得到一定的保护和开放，但仍存在些许不足，比如开发模式还存在重政府主导、轻市场介入的倾向，资源整合

效度和科学性不尽人意，红色旅游宣传手段单一，革命文化核心内涵开发不到位等诸多有待提升和完善之处。如果可以实现红

色文化资源开发与脱贫攻坚实效的良性互动，一定能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的闪亮增长点。 

泸州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构筑脱贫攻坚的精神堡垒，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切实筑牢当地群众能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作出价

值要求。关于“脱贫内生动力”习近平同志不止一次着重强调，并且在《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贫

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因此要调动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使其主动实践而脱离贫困状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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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资源蕴含着包括吃苦耐劳、勤俭自强的革命传统，坚守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勇于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进

取精神等。这些宝贵财富会丰盈百姓精神世界，促使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脱贫内生动力。 

党员干部坚守且为人民服务的恒久宗旨。应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铭刻于心。脱贫绝非一

蹴而就也不是朝夕即成，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攻坚克难。党员干部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

方针、政策，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共产党在瞻仰泸州红色遗存的同时，增添心中正能量，牢记初心，不忘使

命。 

2 泸州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提供脱贫攻坚的范式选择 

四川在全国贫困人口占比较多、贫困面积占比较大，这是应当正视的客观实际，与此同时，四川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的减贫政策，不懈推进治蜀兴川进程和四川减贫事业。为有效解决贫困实现地方经济的永续发展，泸州充分发挥红色

文化资源在脱贫攻坚中的巨大效力，在践行中助力脱贫成为泸州特色。比如，四川省泸州市的叙永县水潦彝族乡岔河村，属于

鸡鸣三省界区，泸州挖掘利用“鸡鸣三省”会议资源，创建全国红色旅游景区，基础交通设施不断改善，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促进区域文化的交融。比如，泸州市古蔺县二郎镇红军街，不仅具有川南独特风格的山地古镇风貌，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红色

文化和宝贵的长征精神，当地政府积极创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挖掘红色故事，在红军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两次经

过二郎，期间红军开仓分盐、救济穷苦、锄奸除恶，“红军街”由此得名。此珍贵红色文化资源，厚植百姓精神根基，也促进

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比如，泸州市纳溪区的红色记忆深刻绵延，护国战争纪念馆里的图片和文字，有温度的记载着护国战争——

棉花坡战役。护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地形成了以护国战争为主题、以棉花坡战役战壕、

护国战争纪念馆、护国公园、护国岩题刻和护国人文学院为文化主线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比如，在无

机械的艰苦条件下，全靠人工历时两个半月，成功修建泸州蓝田机场，成为“驼峰航线”上三大主要机场之一，为抗战胜利提

供物资保障，这是泸州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的杰出贡献，成为红色泸州铸造地方经济的增长点之一。比如，在泸州留下革命印

记、为人民革命事业顽强斗争的青年运动领导者恽代英，曾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也在泸州城西忠山凉亭内，成立社会主义青

年团卢泸县支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影响辐射川南。 

3 泸州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助力脱贫攻坚实效，彰显制度优势 

2020 年是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宏伟目标的关键节点，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泸州始终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因地

制宜，开拓创新，利用地缘优势，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助力脱贫攻坚实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用红色文化的丰厚意蕴筑牢共产党员不灭的理想信念。泸州红色文化主要以精神、物质、信息等形式留存，底蕴深厚且教

育价值独特，任何时候都不能淡化或弱化这个红色。2019年 3月 4日，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

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我们的初心是什么？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4 年抗

战、历史性决战，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

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不计其数的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矢志不渝为了革命

事业奋斗拼搏、不怕牺牲。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在开发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加深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加

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学习，自觉提升政治素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能脱离群众、违背实际，抵制不良社会思潮

的侵蚀与冲击。 

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夯实群众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2020年 3月 6日习近平同志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中指出，

“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部分贫困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脱贫攻

坚工作需要加强。”正确引导贫困群众瞻仰、感知红色文化，体悟革命家在战火硝烟的艰苦岁月为实现革命理想，而迸发出强



 

 3 

大的决心和意志力，从而激励自身发挥主观能动自觉为脱离贫困而努力。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精准扶

贫，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精准帮扶和充足的物资保障。政府是扶贫攻坚的主导力量，除了优化基层治理之外，也要发挥

市场作用，激活市场活力。贫困群众是脱贫的主体，只有把自力更生的脱贫意志内化于心，才能把脱贫致富的践行外化于行并

激发主观能动性，红色文化资源在脱贫攻坚中所扮演的角色恰恰是无可替代的精神食粮与助推力，丰盈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

扶贫先扶智。防止在外部扶贫举措弱化时返贫情况的发生。 

充分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利用地缘特色优势，丰富地方经济增长点。红色文化资源弥足珍贵，地方政府应充分保护修复和

完善，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旅游资源，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党员领导干部培训基地等。与此同时，做

好配套设施建设，比如基础交通建设、医疗卫生生活保障、创新农家乐形式、组织编排地方红色影视剧作、提升当地百姓文化

素养等。全方位、多举措，促进贫困人口增收创收，提升生活质量和获得感。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

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但

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最大的制度优势。加强并坚持党的领导，

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推动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践行到位。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充分发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构建脱贫大框架，并提供有力支撑。总之，地方红色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更是

增强文化自信构筑精神高地的宝贵财富，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对其进行充分挖掘和保护，发挥其在脱贫攻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将精神财富转化为实践逻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自觉抵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和解构，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接续拼搏，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5. 

[2]习近平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0-03-06.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61.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