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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立法引领作用 传承保护红色文化 

龙翔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 

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也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通过地方立法对红色文

化实行保护，既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又是弘扬革命传统、传承革命精神、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法治路径。南京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运用法治方式对南京红色文化保护工作加以规范，

是在新时代全面系统保护南京红色文化、充分有效利用红色资源、积极传承红色传统的必然要求。为此，南京市人

大常委会将制定《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修改《南京市雨花台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列为 2021 年

度立法项目。通过地方立法引领红色文化保护，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科学立法，

树立精品意识，走出一条富有南京特色、有效管用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立法之路。 

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红色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色彩，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表现力和文化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所积淀的传统美德，诸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扶危济困”的公德意识，

“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理念等等，一直都是中华儿女奋发进取的精神动力，是红色文化得以诞生和发展壮大的根与魂，

也是我们红色文化的重要思想来源。红色文化来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升华；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又为红色文化的深化与发展奠定了更加厚重的根基，输入了更加丰富的营

养。 

红色文化既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又是共产党人保持政治定力、迎接各种挑战、克服各种困难、跨越各种陷阱、防范各种风

险的锐利思想武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全面开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既迎来机遇，也面临挑战，红色

文化将日益彰显其培固民族精神之根、熔铸理想信念之魂、涵养核心价值之源的极其宝贵而又无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将红色文

化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不仅有助于规范和引领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促进红色传统、红色基因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

更有助于强化红色文化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时代特征，使其成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力量源泉和信念之光。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红色文化保护体制机制问题 

一部法规如要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立法所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当前，部分红色文化的物

质载体灭失损坏严重，一些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遭受历史虚无主义侵蚀，个别管理方对红色文化的不当利用扭曲了其本真面貌，

其中既存在针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共性问题，又存在红色文化物质载体保护不到位、其内在精神传播教育功能发挥不充分等特殊

性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体制机制缺失、权责主体模糊，在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同时，又存在管理上

的死角；部分权责主体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保护意识不强，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体

制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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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手段保护红色文化，已经不容迟缓。要通过对红色文化进行立法保护，重点破解体制机制缺失上的问题，营造法治

环境、形成舆论氛围，以法律的刚性约束建立完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机制；要重点研究如何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利

用红色文化资源来铸魂育人，通过保护与传承红色文化基因，推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的有机统

一，让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竭文化源流；要充分运用市场和政府的两手推动，加快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实现红色文

化资源有序利用、有效利用、科学利用，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保护发展。 

突出地方特色，用法治守护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极为丰厚的人文古都，更是一座浸润着红色文化的英雄城市。从周恩来、张闻天、王荷波，到陈

毅、项英、粟裕，一大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在南京留下了战斗的足迹；从梅园新村、雨花台，到两浦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

指挥所旧址、渡江胜利纪念碑，众多红色文化遗迹叙述着南京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说，党的一大会址、

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开天辟地”的出征地，那么南京则是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取得“翻天覆地”伟大胜利的见证地。 

在南京的红色文化资源中，雨花台烈士陵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中高级干部的集中殉难地，是建国后

最早设立、规模最大的烈士纪念地，既是革命烈士纪念圣地，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殿堂。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雨花

英烈精神”，他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 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

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弘扬雨花英烈精神，

守护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就要大力保护好其物质载体——雨花台烈士陵园。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把保护的主体明确为

雨花台烈士陵园，以法治的力量守护为革命英勇献身的雨花先烈，守护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积极探索实践，发挥立法规范引领作用 

红色文化立法是一项全面、系统的工程，具有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要在融合吸收外地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南

京、找准方向，以发展的眼光、系统的思维，努力把南京的红色文化保护立法打造成为独具特色、精细管用的全国样本。 

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红色文化内涵丰富、涉及面广，立法中的部分重点难点问题涉及体制机制。必须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把地方立法工作放到党中央和省、市委的全局工作中来思考谋划，提高政

治站位，坚持正确方向。 

坚持人大主导，发挥领导小组作用。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超前谋划、提前介入，继续用好“立法工作

领导小组”这一创新模式，成立专业背景更全、覆盖面更广的红色文化立法工作领导小组，确保立法领导小组成员视野更宽、

站位更高，能够加强协调、凝聚共识、把关定向。 

坚持问题导向，打造“精品化”法规。要以“对红色文化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保护和利用”为目标，严格遵循“不抵触、

有特色、真管用”的原则，在现有上位法的统一框架内，明确地方政府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中的权利和责任，对红

色文化的概念、表现形式、范围及其所有权归属、保护费用来源等进行明确的界定和权责划分；要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管理保护

和开发利用，对总体规划的制定、监督管理职责的落实，对部门与个人相关法律权限和责任的划分等，进行合理的调整与规范。

要将立法过程转化为普法的过程，润物细无声地营造红色文化保护氛围，提升城市红色文化底蕴，塑造新时代南京人民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高尚道德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