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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党史文化资源激发爱党爱国情怀 

接玉松 

无锡市档案史志馆 

江苏有着丰富的党史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希望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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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江苏党史文化，

有助于弘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江苏人民的爱党爱国情怀，为全省“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提供精神动力。 

革命精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 

文化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党史文化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酝

酿、产生和发展。1922 年春，江苏境内最早的中共党组织——陇海铁路徐州站支部宣告成立。此后，红色文化的种子如星星之

火，在江苏大地燎原壮大，直至结出累累硕果。在江苏党史文化百花园中，产生在江苏大地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

系中的“江苏符号”。如周恩来精神、雨花英烈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等诞生于江苏，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

心和使命的不懈追求在江苏大地的真实写照，也成为推动新时代江苏人民奋勇前行的精神动力。 

诞生于江苏的革命精神传承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一部江苏近现代史，就是江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奋斗史、发展史、创

业史。江苏党史文化传承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周恩来精神、雨花英烈精神，还是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都

体现了江苏地域特色。从高尚的道德情操、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到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奉献精神，无不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集中反映了江苏儿女在迎接不同时期的重大风险挑战中所表现出来的精

神风貌。 

诞生于江苏的革命精神高度凝练了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革命精神的具体表现和呈现载体，革命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本

源和高度凝练。近百年来，在党领导江苏人民的峥嵘岁月中，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革命精神，其中有人民群众首创的“四千

四万精神”，担当实干的“张家港精神”，无怨无悔奉献的“开山岛精神”等等。新时代传承革命精神，有利于传承红色文化

基因，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奋进新

时代的精神力量。 

诞生于江苏的革命精神切实增强了文化自信。诞生于江苏的革命精神源于党带领江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

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实践，其产生和丰富发展的进程就是江苏人民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的历史轨迹。回顾这一壮观的历史

进程，不难发现，江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与这一历史进程相

伴随的是文化自信的觉醒、培育并不断增强，既不断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也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十足的底气

和充足的养分。 

革命先辈是照耀前行奋楫笃行的历史航标 

江苏党史文化离不开江苏优秀儿女的缔造和传播。近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江苏大地涌现出一大批革命先辈和英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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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丰富多彩的江苏党史文化，他们彰显的优秀品质，有效发挥着激励人、教育人、启迪人、警示

人的积极作用。 

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有助于成为全省党员干部的精神营养剂。在江苏大地上，无数革命先辈把崇高远大的理想追求作为精

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惧枪林弹雨，冒死捍卫信仰。他们始终如一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凝聚党心民

心，强化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始终激励着全省党员干部群众，在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乘风破浪，奋勇前行。 

革命先辈的实干担当有助于激发全省人民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实干担当的创业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也是江苏革命先辈的优良品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历史时期，在江苏这片热土上，党领导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迎来

了民族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使得江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先辈们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有助于引领新时代全省

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担当作为，推动改革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抵达新境界。 

革命先辈的执着追求有助于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无数革命先辈，始终以人民利益至上，始终将党的

创新理论作为自己的实践指南，武装自己的头脑。新时代，全省党员干部必须以革命先辈为标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创新理论武装和为民宗旨情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努力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引领者、实践者、推动者。 

红色遗址是追寻先辈接受教育的重要载体 

近百年的江苏地方党史，在发展进程中形成并遗留下的红色遗址和遗迹，遍布城市的街道小巷，洒落在乡村田野，是江苏

红色历史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象征。据统计，目前全省有 53家党史教育基地，还有为数众多的红色遗址和纪念设施。这些红色

遗址和纪念设施，分布在全省各地，净化着人民的思想心灵，提升着社会的道德水平，无一不闪烁着爱党爱人民的璀璨光芒和

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激励着江苏人民为完成新时代光荣使命而奋勇前行。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分布在全省各地的红色遗址，是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新

的胜利的重要历史见证。每个红色遗址的背后，都有着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党员的活动身影和奋斗足迹，都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

神内涵。这些革命事迹和精神已深深地融入到各个遗址之中，成为深入新时代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最好教材。 

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的重要阵地。立足于红色遗址的江苏省党史教育基地，是全省党员干部开展党性教育的生动课堂，

是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阵地。通过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实地参观红色遗址，可以使他们对党史有更多的感性认识，

进而增加对党的了解、深化对党的认识、加深对党的感情、强化对党的认同，从而更加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和决心。 

推动党史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载体。红色遗址是党所走过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印记，是党史文化的宝贵资源，也是

党史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依托。我们必须努力做好红色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充分发挥红色遗址在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把我们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史、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可歌可泣的创业史，深深根植于全省党员干部群众的心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