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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用好红色资源 让红色精神深入人心 

本刊记者 

江苏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土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组织并开展革命活动的地区之一，是锻造形成中

国共产党革命传统、革命精神的重要区域。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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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淮安市新安小学

五（8）中队回信，亲切勉励他们要传承弘扬好“新安旅行团”光荣传统。江苏各地注重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

用，把红色资源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第二课堂，让旧址遗迹成为家门口的党史“教室”，让文物史料成为党史“教

材”，让英烈模范成为党史“教师”，打造赋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使红色基因渗入血脉、融入灵魂、化为

行动、代代相传。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领导班子先后赴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等地开展现场学习会，体悟党创业

之坎坷、奋斗之艰辛；在“宋公堤”碑前，盐城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上了一堂特殊的党课，重温了毛泽东同志经典名篇《为人

民服务》，体悟为民情怀；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前，徐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重走淮海战役支前小道，深刻体悟“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价值底蕴；淮安深入开展“践行周恩来精神，建好周总理家乡”专题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

对标“六个杰出楷模”，深学细照笃行。在领导带头、率先垂范下，以雨花台烈士陵园、周恩来纪念馆为代表的全省党性教育

基地人流如织，党员干部、各界群众、青少年等纷纷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打卡家门口的“红色地标”，重温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感悟革命先烈的初心使命。自 2月以来，仅雨花台一地就已累计接待各级党政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的参观者近 165万人次。 

摸清“红色家底”，让红色资源“活”起来 

红色资源是红色基因的“孕育地”和“储存库”。江苏现已全面摸清 1710 处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和遗址、186 家省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53 家省级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等。通过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学习教育阵地，引导广大党员群众“打卡”红色地

标、“对话”革命人物、“触摸”历史展品，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连云港将开山岛、抗日山等 86个实境课堂教学点，按照分

布区域、资源特色优势，精心打造“红色印记·传承初心”“爱国奉献·坚守初心”“向海而兴·砥砺初心”“矢志为民·践

行初心”精品教育路线。镇江市把领导干部读书班搬到了全市 39个红色教育基地、搬到网上“指尖”课堂、搬到居民小院，打

造“实境课堂”。宿迁深入开展“寻访：身边红色印记”活动，以“党史学习超市”进千村的形式，挖掘、保护和利用党在宿

迁各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资源。如今，遍布全省各市的“青年学习社”已串珠成线，形成雨花台“信仰的力量”、淮塔“人民

的胜利”、“常州三杰”等 60条青年研学线路，在移步换景中实现看“史料展”、听“线上讲”、演“情景剧”、答“党史题”。 

深挖精神富矿，让红色资源“立”起来 

用好红色资源，需让红色文化可感、可亲、可近。充分发挥文艺作品在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中的独特作用。大型

交响组歌《雨花台——信仰的力量》首登国家大剧院；淮剧《宋公堤》、民族音乐剧《华中鲁艺记》在盐城全市巡演；泰州市推

出话剧《信仰》、广播剧《泰州好人》、纪录片《一枝一叶总关情》、报告文学《大潮奔涌》等一批党史题材文艺作品和出版物；

淮安以“编一本专题读本”“排一部原创剧目”等“六个一”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讲好新时代“新

安旅行团精神”；常州市以张太雷为原型创排的锡剧《烛光在前》，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目录……红色题材借助艺术的力量叩击人心。发挥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优势，结合党在江苏的浴血奋斗史、艰苦创业史、改革创

新史，深化中国共产党精神江苏谱系的理论研究。3 月 23 日，“周恩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讨会在恩来干部学院举行；4

月 15 日，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指导的“追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红色故事会”在常熟沙家浜举办；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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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由求是杂志社和江苏省委主办的全面小康社会理论研讨会在“小康构想之地”的苏州召开。开展分众化的专题宣讲，让党

史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南通举办“不忘初心·我的入党故事”主题展演，聚集不同时期全市党员队伍的优秀代表，向公众交

流分享“我的入党故事”。4 月 29 日，全省首条党史学习教育地铁专列在无锡首发，打造出穿梭在城市大动脉上的流动“红色

课堂”。 

创新互动形式，让红色资源“潮”起来 

开发网上学习新平台，打造沉浸式教育新载体。南京积极打造“中国南京红色在线”平台，开设“雨花英烈云课堂”，让

红色精神展现在“眼前”、配送到“指尖”、传播到“耳边”。常州把传承弘扬“常州三杰”革命精神作为鲜活教材，推出“外

景式沉浸学”，用 5G+VR/AR新技术，打造“常州三杰”纪念馆线上版；在瞿秋白纪念馆推出《又见少年阿霜》沉浸式演出；在

全市打造“秋白读书节”“秋白书苑”等城市精神坐标。以“红色文旅”为抓手，提供高品质红色文旅产品。扬州循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足迹设计打造党史研学文旅线路，挖掘大运河扬州段沿线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跟着地名学党史”活动，在“烟花

三月”里，近 100万人次在“足迹里”学深悟透，于“行走中”接受教育。 

拓展融入途径，让红色资源“热”起来 

从“会场”向“现场”延伸，打造面向社会公众的党史学习教育阵地。如今，江苏各地的机场航站楼、高速服务区、宾馆

楼宇、城际高铁等窗口单位都精心打造成党史学习教育平台。如，阜溧高速大泗服务区结合党在泰州地区的峥嵘历史，精心打

造 28米长的“红色·追忆”党史文化主题长廊，自 4月 7日开放以来，已吸引过往司乘近十万人次。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作用，打造党史学习教育“新阵地”。南京市江宁区以 1个区级中心、10个街道实践所、201个村（社区）实践站、891个实践

点为主体，形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全域阵地布局，深入开展“学党史传党恩、办实事作表率”主题活动，做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的“最后一公里”。江苏农垦集团将多个设在基层农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打造成为集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军垦文

化于一体的党性教育基地，通过展示水车、粮囤、磨坊、冲臼等农具，“情景再现”当年老军垦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革命

故事。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长安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深挖本土红色资源，精心打造“会师地广场—煤矿机械—长宁社区

—上汽大通—华通气动—华科大—戴卡轮毂—风电园”8个党建示范点，串起开发区全域红色文化研学链。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

合，引领青年做红色精神践行者、红色文化传播者、红色基因弘扬者。泰州开展“弘扬杨根思精神建设幸福泰州”宣教活动，

在全市中小学创建 100 个“杨根思中队”，培育“杨根思陵园小讲解员”，开展“走近英雄杨根思”亲子红色行等活动 500 多

场，把红色文化植入校园生活、融入家庭教育。苏州深入挖掘全市 188 所百年老校的校史、校训、校歌中的红色元素，编撰校

本教材、纳入校本课程，推进革命传统教育系列化、长效化。如，苏州大学发挥百年馆藏优势，精选 260 余册红色文献，开设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红色文献展”。一批东吴大学师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思想成果——《社会主义社会问与社会学》《布尔

萨维克之研究》《平民主义》等，以及《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译者陈望道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资料，尤受观展师生欢迎，让

广大师生在近距离、可触摸的红色记忆中传承精神血脉，从红色资源中凝聚奋斗前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