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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
能更好开创未来。厦门是一
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充满
红色记忆的英雄城市。如何
用好用活丰富红色资源助力
文化强市建设，在新的征程
激励特区人的奋斗意志，是
厦门的重要时代课题。

日前，由中共思明区委
宣传部、思明区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主办，集美大学海洋
文化与法律学院协办的“赓
续红色史 喜迎二十大——
暨用好红色资源助推厦门文

化名城建设论坛”在思明举
行。该活动由厦门市政协文
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厦门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厦门
市社会科学院指导。

论坛上，六位嘉宾立足
厦门红色文化资源“家底”，
围绕文化强市建设工作，结
合各自研究领域和本职工
作，同与会的40余名社科界
专家、学者以及相关部门的
同志进行了交流，提出了建
议。本期“特区论坛”摘编论
坛发言，以飨读者。

用活用好红色资源 奋力建设文化强市
“赓续红色史 喜迎二十大——暨用好红色资源助推厦门文化名城建设论坛”发言摘编

厦门是一座有着革
命传统的英雄之城，红
色文化铸就了这座城市
的文化之魂。在当前
厦门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市的系统工程中，
弘扬红色文化具有重要
意义，发挥着重要作用。

红色文化成为精神财富

厦门鼓浪屿虎巷有福建省委机
关。罗明、陶铸等革命先烈指挥破
狱斗争，从监狱解救了40多名被捕
同志，电影《小城春秋》具有全国性
影响力。

厦门有红色伴侣的英雄故事。
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厦门中心市
委书记王海萍同志和省委秘书梁惠
贞同志是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带的革
命夫妻，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
概书写了不朽的青春之歌。

厦门有红色战将，指挥歼灭美
军北极熊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7军军长彭德清将军。

厦门有红色少年，福建海防前
线炮火连天中淬炼出的中国少先队
队歌，是宝贵的中国红色经典，是中
国红色少年的鲜明符号。

厦门的红色资源不胜枚举，我
们应认真挖掘梳理。

红色文化塑造精神家园

我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形成共同价值追求。
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
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充分用

好用活厦门红色资源，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
血脉，进一步增进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
感认同、价值认同。

我们要坚持以红色
文化为引领，大力弘扬革

命精神、破狱斗争精神、英
雄小八路精神、嘉庚精神、海堤

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
精神、马塘精神，并不断赋予城市文
化新时代内涵。塑造新时代特区精
神，充分展示厦门开放包容性格、海
纳百川气度和开拓进取、敢拼会赢
精神，引导广大市民树立强烈的家
国情怀和高度的城市自信，让城市
精神品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
市民对厦门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红色文化引领文化建设

厦门建设文化强市有良好的基
础。在过去的百年芳华中，厦门产
生了风华绝代的文化现象。我们应
该在当代的文化建设中，大力弘扬
红色文化，打造红色文化品牌，以红
色文化为引领，增强厦门红色文化
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的文化建
设全面推进。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强市建设，我们依然要坚持红
色文化引领，发挥红色文化“举革命
旗帜”“展共产党形象”“育社会主义
新人”的作用，以创新的方式继承传
统，让红色主旋律作品与现代艺术
媒介更好融合，为厦门努力率先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精神力量。

推动厦门红色文化
创造性传承发展，需要
在厘清其相应资源优势
和面临问题基础上，在
存量与增量的统一中
激活其内在文化价值。

厦门特色红色资源
优势明显

从资源覆盖的时间性上看，自
近代开埠以来，厦门的发展变迁始
终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同向
同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与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交相熔融，在厦门形成了
跨越百年的丰富红色资源。

从资源分布的空间性上看，厦
门红色资源呈现出“两个集中”：一
是在著名景区集中分布，体现出红
色资源与景区景观资源的集中；二
是在老街老巷集中分布，体现出红
色资源与市井生活风貌的集中。

从资源体现的代表性上看，厦
门拥有能够代表党的百年各个时期
的典型资源，几乎涵盖了红色文化
发展各个主要阶段；也有能够代表
红色文化百年历史中重要人物和群
体的典型资源。

用好红色资源
应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已核定资源在时间上主要
集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改革
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这两个历史阶段，创造性传承发
展红色文化的潜在效能仍需要进一
步释放。

二是与旅游资源高
度集中的区位优势需要
充分发挥。打造更多与
旅游资源等量齐观的

“烫金名片”，进一步将
红色资源空间集聚带来

的流量“变现”。
三是红色文化传播的

主体、载体和路径还有待进一步
创新。从传播主体看，要多方发动
引导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融入红色文
化传承发展事业。从传播载体看，
要满足从展示展陈的物理动态性上
升到即时观看、即时互动、即时反馈
的情感交互性要求。从传播路径
看，要更充分发挥互联网媒介信息
流动性强的特点。

充分激发主观能动性
讲好厦门故事

就红色资源主体来说，红色资
源的有效利用，核心在人。红色资
源“在地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本
地人”作为资源“活”的要素而发挥
主体作用。应当充分激发厦门党
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
意识，只有更多的厦门人来讲厦门
故事、讲好厦门故事，才能让厦门红
色资源的精神力量更好地转化为厦
门力量。

此外，还应进一步深入探索地
域特色与红色文化的深度融合之
道，从文化对人吸引力的内在规律
上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同
理，只有充分彰显地域特色的红色
资源，才具有突破地域范围的深厚
根脉和底蕴。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
产党的信仰、制度、作
风、道德、革命精神、革
命传统等的综合体现，
承担不可替代的历史
责任。红色文化建设是
一项重要的社会系统工
程，我们需要以红色文化激
发人民的情感能量，构建与红色
文化相通的情感结构，通过大众实
践的普遍参与，构筑主体性意识，发
挥历史主动，为第二个百年新征程
汇聚磅礴力量。

红色文化
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件

当代政治哲学学者普遍认为，
塑造共同体的记忆和符号以发挥政
治能动性，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
内容。相同历史记忆带来的归属感
和认同意识是现代国家存在的重要
前提，成为动员民众参与公共事务
的力量源泉。当代中国是传统中国
的发展，是革命中国的延续，更是改
革中国的拓展。“传统”具有连接过
去与现代的功能，在20世纪中国的
演变过程中，革命是最为关键要素
之一。中国共产党革命不仅挽救了
处于生死边缘的中国，而且让中华
民族浴火重生。因此，革命历史已
经内化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是革命
历史的天然延伸，既有外在物质载
体，也有内在的精神本质，由此形成
了红色文化的内核。红色文化记录
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抗争
和奋斗的历程，展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源起和
发展的历史过程，突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
必然性与重要性，成为
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
的重要意识构件。

红色文化
是团结同心的情感纽带

从文化传承的实践来看，价值
观形成既是一个社会化过程，也是
一个文化合成过程，认同基础来自
于日常生活，参与实践是形成认同
的直接路径。因此，要通过红色文
化建设，实现红色文化的“落地”和

“入脑”“入心”。
发掘红色文化的历史价值。一

是有效保护红色文化遗产。红色文
化遗产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文献资
料，均应保持其本真性或原真性，以
提供尽可能完整的历史信息。二是
开展客观深入的科学研究。依据马
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要求，充分
占有材料开展实证研究，以无可辩
驳的事实“还原”历史真相，恢复本
来面貌。

培育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在
革命历史进程中，“情感认同”的驱
动力可以影响社会意识并形成有效
动员。仁人志士“革命情结”激发了
人民投身革命的热情，为了崇高的
目标勇于斗争、敢于牺牲。因此，在
红色文化的弘扬过程中，注重情感
要素的挖掘和历史场景的复原，重
构个体与群体的生命联结的历史片
刻，以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从而进
一步凝聚奋斗力量。

中央强调，在“四史”
教育中要突出青少年
群体，把握青少年群体
的特点和习惯，组织
好青少年学习教育，厚
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
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嵌入”本来是自然科学领
域的概念，现在被引入社会科学领
域。思明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走
出一条嵌入式发展之路，以学校为
主导，以课堂为主阵地，初步构建了

“学校—家庭—社会”为主体的青少
年党史学习教育体系；以学生为嵌
入客体，同时也注重其主体性，教学
相长；在嵌入过程中，打造全域学习
教育空间，坚持全方位培根铸魂，丰
富学习教育内容，创新党史教育形
式，拓宽学习教育载体，注重榜样效
应，形成了“课程+研学+活动”三融
合的党史学习教育模式；嵌入效应
上，青少年及其家长对党史学习教
育的满意度高，积极性高，党史学习
教育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强。

发挥
课堂主阵地作用

教师是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最
重要的主体，积极引导教师开展“课
程思政”，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促
进党史学习教育“进课堂、进教材、
进头脑”。发挥学校主导作用，引导
家庭、社会增强育人责任意识，提高
对学生道德发展、成长成人的重视
程度和参与度，形成学校、家庭、社
会协调一致的育人合力。持续完善

家庭、学校、社会相结合的
育人体系，促进家庭-学
校-社会联动，坚持全方
位育人育才、培根铸魂。

创新
党史学习教育形式

青少年是青少年党史学
习教育的客体，思明区青少年党

史学习教育遵循青少年群体的特
点，开展宣讲式教育、研究式教育、
沉浸式教育、竞赛式教育、展览式教
育，不断创新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
形式。在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内
容设计上，思明区教育局鼓励学校
在现有教材基础上，开发党史学习
教育的“校本课程”，一是将“四史”
教育融入学校教育体系；二是提倡
党史学习教育与五育融合，将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有机融
入教学。

打造
全域学习教育空间

思明区有着光荣革命历史，丰
富的红色资源滋养和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思明人，红色资源是鲜活的历
史，思明区采取“课程+研学+活动”
融合的方式，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教
学互动、与科技联姻、与文创嫁接，
打造全域学习教育空间，实现校内
外红色研学资源无缝对接，提升党
史学习教育的引领力、说服力和感
染力。伴随着全媒体时代到来，“互
联网+”成为青少年接受党史学习教
育的新途径。我们应利用好“互联
网+”，增强党史学习教育效果。

刘惜芬烈士，于1930
年至 1935 年就读于群
惠小学，之后走上革命
道路，为党的解放事业
献出年轻的生命，年仅
25 岁。为弘扬刘惜芬

“勤奋好学、关心疾苦、对
党忠诚、坚贞不屈”的革命
精神，让群惠小学的红色基因代
代传承，学校进行了红色资源的深
入挖掘和利用，使红色文化成为学
校办学的特色之一。

进行基地建设
实现场景体验

在中共思明区委宣传部大力支
持和协调推动下，学校加强基地建
设，打造培养爱国情感、增强民族精
神的重要阵地，被思明区确定为“社
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

创建“刘惜芬大队部”。摆放刘
惜芬塑像，展示刘惜芬生平事迹《火
红的青春》，特色鲜明、主题突出。

“刘惜芬大队部”的命名，更是增强
了少先队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新建国防教育基地。建成了国
防教育展区，由“海防教育体验馆”
和“国防教育长廊”两部分构成，既
有舰艇、舰载机模型，又有学生现场
体验的望远镜、传声筒设备，还有国
防教育的军事知识展板，开放式、沉
浸式的教育体验，使基地成为学生
最喜驻足的校园一角。

建造“刘惜芬街心公园”。该项
目由区市政园林局注资建设，刻有
刘惜芬生命年轮的地面板材，可扫
描读取的各种文字、图片、视频资

源，钢结构的彩色棚架，
兼具了党史教育、师生
进出、居民休闲、游客打
卡的功能，沉浸式、体
验式的红色主题公园
让各类群体，在潜移默

化中接受教育和熏陶。

开展主题活动
培养学生品质

学校以德育活动为载体，以学
生的心理需求为出发点，让学生在
积极参与中去施展才华、情感交流、
思想对话，让党史教育落地落实。

开展“追寻先烈足迹，传承红色
基因”的清明节祭扫活动和新队员
入队仪式。每年的清明节，学校都
会组织学校师生开展“学习惜芬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的大型纪念活
动，以大队主题会的形式，通过“瞻
仰塑像、敬献鲜花”祭扫，“故事讲
述、诗歌朗诵、红歌传唱”缅怀，并举
行新队员入队仪式，邀请党员为新
队员佩戴红领巾。

开展“读红色经典，忆峥嵘岁
月”读书节活动。除了为孩子提供
人手一册《党的好儿女刘惜芬》绘本
外，还通过红书推荐、邀请外图书城

“书市进校园”、红色故事会、红色剧
场等多种形式，重温党史。

举行“红歌伴我成长”班班有歌
声歌咏比赛。根据学生年级特点，
为学生推荐《红星照我去战斗》《听
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学习雷锋好
榜样》等不同时代的歌曲，《芬芳》一
曲更是成为校园音乐节的主旋律，
为广大师生所传唱。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
星红旗，半个月后，10
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十兵团发起了解放
厦门战役。

1949年10月24日，厦门岛
解放的第五天，《人民日报》头版的
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长篇报道《把
新中国国旗插上厦门岛》，向全世界
详细披露了解放厦门岛战役的情
况。报道中描述了将新中国的五星
红旗插上厦门岛的血与火的战斗经
过。自从解放厦门的战斗号角吹响
后，人民日报在重要版位对解放厦
门战役的情况进行了为期十几天的
跟踪报道，这在解放战争中是少见
的。

神山是厦门岛北侧的制高点，
是国民党军拒守厦门北部海滨的核
心支撑点，夺取神山是登陆作战的
标志性战斗，为了将新中国的五星
红旗插上神山，先后有9名战士扛
着红旗牺牲在冲锋的途中，最后一
名战士才将红旗插上主峰。

神山战地旧址应成为厦门一处
重要的革命历史旧址。首先，神山
战斗是解放厦门的标志性战斗，厦
门战役是我军历史上仅有三次兵团
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之一，而且是
第一次，对之后的渡海登陆作战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解放海南岛战
役，毛主席专门指示第四野战军到
福建来向华野取经，吸取经验教

训。其次，厦门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半个月后
解放的一个重要城市，
战士们是高举新中国
的国旗解放了这座城
市。再次是当年的战地

痕迹还在，由于属于部队
营地，没有过度开发，当年

的地堡还在，地形也比较完整，
这样的战地旧址在厦门已经很难找
到了。

为此，厦门市新四军和华中抗
日根据地研究会向市委宣传部推荐
这一革命旧址，争取取得上级领导
部门的支持；协助与部队进行联系，
争取共同保护开发利用这一旧址；
利用研究会的渠道和影响力进行广
泛的宣传，争取媒体和社会的关注。

2021年建党100周年，神山战
斗旧址得到了全新的保护建设。

在厦门市委的高度重视下，神
山战地旧址已经建设成为军地联学
共建神山教育基地。建设神山战地
旧址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广场是
我市保护、开发、利用红色资源典型
案例，成为厦门弘扬红色文化、传承
红色精神重要举措。近年来，已有
上万名党员干部群众和大中学生们
来到神山战地旧址和中国少年先锋
队队歌广场，追忆先辈足迹，缅怀先
烈英勇事迹，激发革命感情。

先烈们的英雄壮举已经渐渐远
去，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不会泯
灭。神山战地旧址和中国少年先锋
队队歌广场，已成为厦门弘扬红色
文化的重要精神标记。

弘扬红色文化
建设文化强市

●彭心安（厦门市委讲师团团长、教授）

（本版编排按发言先后顺序）

建设红色文化
汇聚磅礴力量

●张侃（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厦门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创造性用好
厦门特色红色资源

●冯霞（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把新中国国旗插上厦门岛
革命遗址保护意义重大

●陈燕飞（厦门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嵌入式”教育
创新青少年学党史模式

●巨东红（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追寻刘惜芬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

●黄坚定（厦门市群惠小学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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