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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故土，改革之乡。安徽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共早期活动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先进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安徽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中反复实践，大力弘扬和传承安徽红色文化。今天，安徽红色文化影响深远，但仍需我们

薪火相传，为实现两个百年大计和建设五大发展美好安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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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伟大中国梦、推动时代发展的重要力量。传承红色文化精神内涵，可以增强党的领导力和指导

力，推动时代发展，加强当代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同时为今后安徽红色文化品牌的发展壮大，成为地域性红色文化

的代表打实文化基础。 

1 安徽红色文化品牌的精神内涵 

1.1物质文化 

安徽作为红色文化大省，革命文物数量丰厚。以革命文物和革命遗址居多，比如渡江战役纪念馆和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它们

属于安徽省内著名的红色文化景点。当然还有一些非物质形式的艺术作品也出类拔萃，像歌谣、楹联、快板、民间地方志等，具

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源里，有开国元勋建国立业的珍贵影像、文献手迹，虽黑白模糊，但具有岁月

感。也有革命先烈奔赴战场英勇杀敌的武器、走向刑场的绝笔和对敌口诛笔伐的书稿，还有普通战士的泣血家书、爱国人士的热

血诗抄。这些红色物质文化，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启动钥匙，无论用它们打开哪个历史阶段的门，都呈现出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

的大无畏场面。所以我们应该铭记这些英雄和事迹，践行红色革命精神，牢记新时代的使命。 

1.2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主要包括有关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纲领、规划等，可以充分体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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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顺利实施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开办建设大型山区水库和水利枢纽工程，为防洪发电、

航运灌溉、旅游发展提供了便利。农业方面，积极试行责任田，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转变，是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积极

助推力量。随后上世纪 70年代，凤阳县率先实行“大包干”的耕作方式，成功后在全国推广开来。农村改革发展方面，21世纪

初，安徽在全国率先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和综合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 

1.3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为物质文化提供内在动力。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道德价值观等。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潮下，安徽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充分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精神营养，不断完

善和优化。新旧时期交替，一些耳熟能详的精神，如大别山精神、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等，催生了新时代舍小家为大家的王家

坝精神，这些中华民族精神意义非凡，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安徽精神文化的进步发展需要这些红色文化血脉去为人民谋利益、

做担当。安徽红色文化是重要的思想根基，是安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真实写照，其中更展现了安徽人民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

精神风貌。 

2 安徽红色文化品牌的传承价值 

2.1文化价值 

当代社会大背景下，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一系列复杂深刻的变化。文化格局交流、交融、交锋连续不断，文化多样性在迅速

推进。在多元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理应正确看待外来文化，相互尊重，共同维护，却不能忘记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

导地位。革命斗争时期，许多具有特殊文化元素的红色文化精神为安徽人所创造。如不惧难题、不畏艰险、上下同心、军民一心

的王家坝精神；坚持创新、敢试敢闯、共担风险、诚实守信的大包干精神；团结协作、坚定信念、勇做前锋、胸怀大局的大别山

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徽红色文化不仅仅简单归属于一种精神财富，更是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动力。它激励着我们共筑中国

梦，彰显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特色。 

2.2德育价值 

红色文化的德育实践对红色精神的传承具有非凡的意义。其中涌现了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激励我们自觉地去传承和实践。安徽红色文化融于德育实践，有助于人们理清红色精神内涵。课本中出

现红色文化经典主题的运用，发挥好政治理论课的作用，实践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不仅可以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中的理想、信

念和精神，还可以使学生主动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提高明辨是非的素养和能力。在开展德育活动中，大力营造红色资源德育实

践氛围，拓宽实践覆盖面。例如，安徽红色文化博物馆的推广，有伟人风采馆、安徽抗战馆、渡江支前馆、知青岁月馆以及英雄

模范馆等。综上，有必要深入挖掘安徽红色文化品牌的道德价值，使人们能够潜移默化地接受红色传统教育，提升潜在的道德情

操，彰显安徽独特的人文精神。 

2.3经济价值 

文化价值和德育价值是红色文化品牌时代价值的重要体现，同时它的经济价值也不可忽视，它是文化产业的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于红色旅游而言，一方面是整合资源并优化路线。统一协调规划开发皖西大别山、皖南大云岭、皖北淮海、沿江、凤阳

等地区建设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有效挖掘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是重点领域建设。重点由国家和省市县综合管理，实施大别

山地区革命文物、革命遗址修复、博物馆建设和展览、红色教育等协调保护措施，红色旅游线路的建设，结合文化扶贫，使大别

山片区跨越区域的革命文物保护联动模式得以运用。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内开展改造扩建工程，以明确的主题开展综合展览活动。

红色资源广泛分散在各地，安徽省政府积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整合区域资源，开发和宣传红色旅游文化资源，充分发挥了地域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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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资源优势，使红色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从而为安徽省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效益。 

3 安徽红色文化品牌的传播方式 

红色文化传播是具有说服性的活动，其传播力对受众和社会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其传播路径。实现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播，是

发扬安徽红色文化品牌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的必要途径。 

3.1各级主体自觉引领 

当前，安徽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不断地发掘红色文化品牌，传播红色文化内涵与践行红色文化精神，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显

著。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举措： 

一是修缮并新建基础设施，为红色文化景区的发展提供硬件支持。 

二是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在推进和落实红色文化品牌融入校园的实践中，各行政单位工作者需要给予思想及制度层面的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如实施红色文化走进校园举措，在清明节等节假日组织学生去革命烈士陵园祭奠扫墓。在单位干部教育培训

中，将红色文化融进培训课堂，推行红色文化教育。 

三是依托于丰富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路线。 

3.2新媒体自觉传播 

红色文化传播要有新意，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适应的新形势、寻求新的方法，用公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形

式，把红色文化融入人们的生活中。今天，在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化媒体愈发壮大的趋势下，让红色文化在微信、微博、抖音、

B站等大众媒体上不断以新奇有趣的形式分享给当代年轻群体，让年轻人更易接受也更易吸收；同时，依托大数据、AI技术、3D

影像技术、VR 技术等现代科技，与新媒体传播有效融合，让红色文化化静为动，化虚为实，在传承红色文化中增强自身感染力

和数据实效性，让参观者能亲身感受革命故事，亲身经历感受革命家热血澎湃，增强其体验感。 

3.3人民群众自觉参与 

安徽红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安徽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密不可分，把党的主张进行交流、学习和深入理解，生动体现

了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因此，寻找安徽红色文化品牌的传播路径，实现安徽红色文化品牌的有效传播，需要从传播主体和群众

参与两方面持续推进，推动传播主体的行为自觉，激发人民群众的深度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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