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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入脑入心

红色教育既是党员干部在重

温党的发展历程、缅怀革命先烈过

程中提高思想境界的有效形式，更

是夯实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增强履

职尽责能力的必要途径，开展红色

教育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现实中却有些单位和少

数党员干部，把红色教育当“公费

旅游”，参观学习走马观花，教育图

形式走过场，满足于走一走看一

看，终结于“到此一游”。同时，个

别教育基地打着“红色旅游”的旗

号，耗资巨大、建设浮夸，有的重形

式、轻内容，虽然高楼修起来了、装

修美起来了，但是精神文化的内涵

却少之又少。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参观宁夏

将台堡三军会师纪念馆时指出，革

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一定不要追求高大全，搞得很洋

气、很现代化，花很多钱，那就不是

革命传统了，革命传统就变味了。

可以通过红色教育带动旅游业，但

不能失去红色教育的底色。只有体

会到革命年代的艰苦，才能使人们

真正受到教育。红色教育“到此一

游”，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富丽堂皇，

这些现象不仅没有真正反映革命

圣地的原始风貌，不利于学习革命

先辈的奋斗和付出精神，更背离红

色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为形式主义

歪风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必须引起

高度的警觉和重视。

笔者认为，各级党委、政府要

充分认识党史文化的价值功能，找

准党史文化与红色教育、红色旅游

的契合点，以有效途径将党史文化

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既促进红色

旅游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又把红

色旅游景区真正建设成为广大党

员干部了解党的历史、加强党性锻

炼的重要场所，成为广大群众培养

爱国情感、激发民族精神的重要阵

地，成为青少年学习革命传统、陶

冶道德情操的重要课堂。要充分利

用党史文化在理想信念上的导向

作用，发挥红色旅游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激励功能，与革命历

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

话，让人们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令

人信服的事实面前去感知体验，增

强教育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让红色

基地成为引导人们精神向往和追

求的“圣地”。

党员干部到红色教育基地参

观学习，应切实把党史文化作为思

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把思想政

治建设融入到教育学习过程，把党

性锤炼融入红色教育，摒弃把学习

当“旅游”当任务的错误理念，在红

色教育中领悟革命精神，汲取政治

和精神营养，提升精神境界。

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在新时代，我

们更应该沉下心来，

好好地开展红色教

育，让革命传统教育

更加深入人心。但是

近来看到一些报道，

有的地方开展红色

教育流于表面形式，

以致于变成了“到此

一游”的走马观花式

公费旅游，真是让人

痛心。

这不由得让我

想 到 了 一 件 事 ：一

次，我参加了辽阳市

本地的一次红色教

育讲座，内容是关于

抗日英烈白乙化的

生平事迹。主讲者通

过大量收集历史资

料，以及参观白乙化

烈士的故居、走访他

的后人，还特地去了

白乙化烈士战斗过

的地方，才写出了这

次讲座的内容。

在前往图书馆

听讲座的公交车上，

有人听到我要去听

白乙化事迹的讲座，

就好奇地打听起白

乙化这个人。令我感

到惊诧的是，白乙化

这个让敌人闻风丧

胆的抗日英雄，在他

的家乡，却是个“陌

生人”，提起他，很多

人都不知道。不仅是年轻人，还包

括很多中老年人。身在英雄的故

乡，却对他知之甚少，又怎么学习

英雄的精神呢？说明我们的红色教

育开展得很不够，需要加强的地方

很多。

在这次讲座上，主讲老师声情

并茂，甚至几度哽咽。有很多听的

人被英雄事迹感动，也潸然泪下。

但是，我也看到一些不好的现象：

有人居然在会场不停走动打扰别

人，还有人大声喧哗。我觉得，做

这些事是对英雄的一种亵渎。因为

英雄将自己光荣而短暂的一生交

给了国家的事业，可是作为后来

人，听到这些事迹的时候态度却不

端正、不认真，这是对英雄不够尊

重的表现。

笔者认为，开展红色爱国主

义教育，教者和学者都应该认真

严谨，态度端正。先烈们为了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浴血奋战，甚至

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难道我

们连认真学习和听讲座都做不到

吗？带着对烈士的崇敬，我又去了

白乙化故居参观学习，并与烈士

的后人进行了交谈，从而进一步

加深了对烈士的了解。拿着白乙

化的生平事迹宣传图册，我想着

回家后一定要给家人和孩子好好

讲讲烈士不平凡的一生！

如今，各种红色文化教育搭上

“红色旅游”的快车，正如火如荼地

在各地盛行。开展红色文化教育，

本意是利用“红色文化”引领广大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坚

定理想信念，用忠诚奉献、勇敢担

当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然而，不

难发现，在繁荣的红色文化教育中

也存有一些瑕疵，一些地方在开展

红色文化教育时只求形似而忽视

神似，这就不得不让人担忧。

当前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的基

本形式无外乎看看电影、听听报

告，逛逛陵园、游游旧址，访访人

物、进进课堂，唱唱红歌、跳跳红舞

等，形式上看似热热闹闹，然而效

果却并非令人满意。这些年，各界

借助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虽然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红色文化

教育的初衷却是相距甚远。

笔者以为，红色文化教育只有

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化对

接，既保留传统，又与时俱进，用创

新性文化丰富和延展红色文化内

涵，才能博得民众的认同，焕发时代

的生命力。

红色文化教育必须紧跟时代

发展步伐，开拓创新性的红色文

化教育路径，贴近民众生活，满足

精神追求。反观当前实际情况，一

些庸俗恶搞红色文化教育的现象

依然存在。一些红色旅游基地，为

了吸引游客眼球，谋取经济利益，

编排一些低级庸俗的节目，恶搞

红色文化。这些都不是红色文化

的曾经，也不是红色文化教育的

正确选择。红色文化教育必须是

系统性的开拓创新，有关部门和

机构要从终极教育目的到具体教

育目标、教育路径、教育方法和教

育评价体系等加以研究指导，不

能放任自流。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民族

发展的根脉。红色文化教育要做到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理想信

念，积极奉献作为，心存敬畏方得

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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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红色教育基地

是新时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

要阵地，各级党员干部要把革命

传统教育与现代形势教育相结

合，不断丰富党性的教育内容与

形式，做到既要有红色教育的营

养，也要有传统国学的精粹。组织

党员干部到红色基地参观学习，

应保持教育的红色初心属性，要

实打实地开展好，倘若走偏，对干

部能力提升毫无益处。怎么做好

红色教育？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

点着手：

重点依托本土红色资源开展教

育。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到更

出名的地方参观学习，能够学到不

一样的东西，但依托周边的本土红

色资源，开展教育会更接地气，更有

感触。红色教育，关键是教育。在“名

气大”的氛围中，教育可能会更有意

义，但“本地化”的环境下，未必就没

有效果。“到此一游”式的看一看，走

一走，停留在摆造型照相，发微信，

不仅会让教育大打折扣，更会让红

色教育失去“本色”，只要党员干部

认真了走心了，即使走得不远，看得

不多，教育同样会有效果、有意义。

要严密筹划严格审批。开展红

色教育要立足本地，接地气，有意

义，就要认真计划，周密实施。要按

程序报批，并主动接受监督。特别

是跨省市开展的，必须严审方案计

划，严控来回路线，严格经费审计，

严堵公费旅游、擅自改变路线等利

用红色教育谋私利搞腐败的问题。

切实让红色教育充分展现本色，强

化教育效果，为党员干部的成长进

步夯实思想基础。

要把红色教育的内容落实落

地。要把方案计划落到实处，让参训

学员接受教育，不仅“身入”也要“心

入”，让教育触及灵魂，形成共鸣，坚

决杜绝走形式搞变通问题的发生，

真正做到看在眼里，铭记在心，落实

到行动上。红色教育作为党性教育

的重要内容，是党员干部学习革命

精神的重要载体，要坚决杜绝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来到红色教育基地

就是一名学员，不管职务多高、权力

多大，都应该怀着崇敬之心，认真学

习、用心感悟、深入思考，这样才能

不忘“为什么出发”的初心，才能牢

记“到哪里去”的使命。

红 色 教 育 基 地 也 应 寻 求 突

破。一些纪念馆或者红色基地的

红色资源挖掘不够，展览形式单

一，内容单薄，讲解员的讲解注重

灌输式教学、不生动，很难吸引参

训学员的注意力，激发学员主动

学习的兴趣。对此，应该更多运用

现代化的表现手法，呈现历史人

物事迹或历史事件；加强情景教

学的应用，多进行实践性体验，多

开展一些互动性活动，增强学习

教育过程的现场感，让学员对当

时的处境、人物的心理、生活的细

节等有更切身的体会，达到更好

的学习效果。

红色教育是一项

政治性很强的工作，需

要不断更新观念、创新

形式，进一步提升吸引

力、说服力和感染力。

坚持时代特色

一是思想内容的时

代特色。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当前及未来一个

时期红色教育的核心内

容和根本要求。红色文

化资源是我们党极其宝

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

们代际相传的精神薪

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要进一步

拓展红色教育的政治视

野，提高红色教育的理

论站位，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贯穿红色教育始终，

以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

为依托，从历史和现实

相贯通、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的角度，在红色教

育中生动阐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

与时代意义，使红色教

育成为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的传家宝。

二是主题活动的时

代特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是十九大统一部署的，该主题

教育在全党展开后，应是红色教育

的核心主题。红色教育只有跟上时

代的步伐，教育才有针对性。

三是教育形式的时代特色。增强

仪式感是红色教育的一种创新形式。

结合历史时间节点，比如在抗战胜利

纪念日、国家公祭日、国家宪法日组

织各类纪念活动，通过亲身的实践体

验，从心灵深处感悟和领会红色精

神。进入“互联网+”时代，红色教育要

重视网络技术的作用，用好新技术新

媒体平台，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中

建立红色教育模块，开辟红色资源网

站及专栏，大力宣传红色文化，开发

相关软件，通过互联网技术增强红色

教育的时代感和主动性。

坚持地域特色

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与红色精

神的载体，是红色教育的源泉。红色

资源既具有国家性民族性的特征，

也具有地域性历史性的特征。红色

资源的历史遗存分布在全国各地，

承载着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不同人物

不同地域的故事，表达着各个历史

时期与各个地域的不同特征。有特

色才有吸引力，有特色才有风格，努

力挖掘地域文化的独有内涵是增强

红色教育效果的有效途径。

坚持红色教育的地域特色，一要

善于利用不同地域的红色文化资源。

国家公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著名抗战遗址等留存

于全国各地，要充分依托这些红色资

源，发挥红色教育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要利用地域资源创新红色教育形

式。如英雄城南昌每年举行“军乐

节”，作为人民军队的诞生地、军旗最

初升起的地方，用军乐来纪念这座城

市的光辉历史，用军乐艺术的形式创

新红色教育，是体现红色教育地域特

色的一个典范。三要利用地

域资源为红色教育注入源源

不断的活力。红色资源既包

含了战火纷飞年代的历史遗

存，也包含了革命先辈和英

模人物的感人事迹，更包含

了催人奋进的精神能量，使

红色教育有了真实可信的素

材，生动活泼的案例，是红色

教育的“源头”和“活水”，既

充实了红色教育的特色资

源，也使红色教育的组织与

实施丰富多样。

（据《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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