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

邢光龙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加大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这一系列

战略部署，是新时代发展和传承红色文化资源的行动指南，为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弘扬红色文化提供了重要指导和遵循。

江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组织并开展活动的地区之一，在江苏大地上有数量众多、独具特色、极为珍贵的以革命遗址（迹）

为主的红色文化标志，走出了周恩来、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党的早期领导人，也孕育了周恩来精神、雨花英烈精神、淮

海战役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精神的

生动写照和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江苏，指出“要传承好红色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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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落实，组织有关部门不

断创新举措，推动江苏丰富用好用活红色文化资源的新实践。

注重整体布局，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系统保护。在完善法规制度中加强保护。健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法规体系，我省先后颁

布《关于加强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的实施意见》《江苏省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以立法的方式为红色资源“保驾护航”。各地同步推进相关制度法规建设，《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苏州市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实施办法》等法规，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有法可依，划明法律红线和底线。在规范开发利用中加强保

护。围绕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保护，先后制定《江苏省文物保护工程检查管理办法（试行）》《江苏省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管

理办法（试行）》等系列制度规范，并积极组织实施“江苏省红色遗产、名人故居维修保护和展示提升专项工程”“革命文物

排查强基”等多项工程，有效地修缮了一批红色革命文物，增强了市县级红色革命文物的保存和展示利用水平。在做好宣传推

广中加强保护。坚持开发利用和宣传推广两手抓两手硬，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我省有关部门先后出版出台《初心之

旅——江苏红色教育基地指南》《江苏红色名片》《江苏省党史教育基地命名管理暂行办法》等，使红色资源真正成为党员群

众了解党史、锤炼党性的重要基地。红色旅游是宣传推广红色文化的重要形式，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红色旅游

的重要指示，制定了《江苏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2017—2025）》《江苏省红色旅游景区服务规范》等，在深挖红色文化内涵、

创新红色旅游融合模式的同时，也实现了红色旅游带动乡村振兴、促进产业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多赢效应。

打好研究基础，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研究水平。党史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十八大以来，我们精心研究出版了《中共江苏地方

简史（1921—2021）》《中共江苏历史大事记（1921—2021）》《中共江苏党史人物传》《江苏党史纪事》等党史类书籍，为

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了解江苏红色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纪念

抗美援朝 70 周年、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15 周年、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 120 周年、纪念张爱萍同志诞辰 110 周年等，召开理论研

讨会，开设专栏刊发系列文章，形成了大批高质量理论研究成果，为深入开展红色文化学习和宣传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四种革命精神研究不断深入。通过系统总结提炼周恩来精神、雨花英烈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等革命精神的思

想内涵和时代价值，推出了《初心永恒——江苏四种革命精神简明读本》《雨花台烈士传丛书》《新四军对日作战研究》《淮

海战役史料汇编》等著作，使四种革命精神得到更加精准的阐释。红色江苏符号挖掘更加丰富。在江苏四种革命精神的基础上，

各地认真总结革命历史文化，不断凝练出新的革命精神，如华西村精神、张家港精神、“四千四万”精神、开山岛精神等，形

成了《人民必胜：渡江支前档案选编》《“四千四万”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的生动实践》《渐行渐悟——苏州革命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M9N_p6ifsvMk7XmVMSkiJRpS9ZRCOLzaRK7spQk3qtA30AJhrHEfbxa0Y-_ZgQn4VXZG3o-exNLb-7IPxrQX9plegllQagLFUkQiWiD3624=&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M9N_p6ifsvPP_5R-l4hqcJz-chiTv-MpYL0OaIBNIru2fUn3T_MlEAhz-sL44OxlS8b0IOXua4Gm-GHtKII4wcSFNQltF59Tzw_tPCXx7SOUfUjophM_Qd_x2lzbprIh3k_Y7QSti1k=&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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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迹寻访集（2015—2018）》《口述王继才》等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江苏”符号。

推动创新发展，集聚红色文化资源品牌效应。红色文艺精品层出不穷。江苏原创话剧《雨花台》获全国第十四届“五个一

工程”奖，歌剧《周恩来》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锡剧《烛光在前》荣获第十七届文

华奖。《信仰之歌——雨花颂系列歌曲》、系列纪实文学丛书《雨花忠魂》、小说《苍茫大地》、越剧《丁香》等形式丰富、

艺术精湛的文艺作品，让广大群众在润物无声中接受到红色文化的浸润滋养。红色地标打卡广受欢迎。结合“水韵江苏·有你

会更美”文旅消费推广季，面向全国推出 12条江苏“红色之旅”线路；遴选发布以江苏省内短途游为主的 20条“永远跟党走”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20 个红色研学旅游项目等，其中，“致敬新四军·不忘革命路”“淮海战役·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砥

砺前行”“百万雄师过大江”“一江两岸·别样水乡”5条精品线路入选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

联合发布的“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媒体融合宣介亮点纷呈。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进行红色

文化传播，以现有的“中国南京红色在线”平台为基础，在地铁、高铁等移动载体上投放江苏红色资源的宣传片；建设英雄模

范人物雕塑、宣传墙、主题广场、教育基地等；创作生动形象的媒介产品，用生动故事诠释深刻道理，在共情共鸣中凝聚力量。

通过多措并举、多管齐下，进一步加强江苏红色文旅品牌的推广，提高了江苏红色资源的知名度。

丰富宣教形式，强化红色文化资源教育功能。拓展学习教育新途径。研制开发《江苏省党史教育基地电子地图》，首次创

新性运用 GIS、VR、AR 等新形式新技术，采用动态大数据，形成以语音导览、地图导航、实景展示、红色故事等互动体验相结

合的省党史教育基地智慧云地图，整合全省范围内 100 家红色场馆，成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抓手和有力工具。依托红色

场馆搭建宣教平台。依托新四军纪念馆、周恩来纪念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先后建立了新四军干部学院、雨花台干部学院、

恩来干部学院等多家宣传教育机构，打造了 30 个现场教学点，建立了一批党性教育基地，为有效开展党性教育提供了阵地。采

用理论宣讲、现场授课、场馆参观、“沉浸式体验课堂”等形式开展教育，取得良好效果。在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

展 3 场“高校讲堂”，现场直播点击率达 10 万次以上，在青年群体中反响强烈。创新红色文化宣教实践。先后举办“江苏省红

色故事宣讲大赛”“百名红色讲解员讲述百年党史”巡回宣讲活动、江苏省党史知识竞赛、学习强国“学习达人挑战赛”等多

种比赛，用贴近生活、贴近工作实际的方式吸引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新建雨花剧院作为传播、体验雨花英烈精神的重要阵

地，成为全国红色剧目汇演基地。2022 年 8 月，江苏省红色李巷、南京大金山国防园、大生纱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周恩来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等顺利入选教育部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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