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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红色基因诞生于革命时期，涵养着中国人民崇高精神品格。深入探究传承红色基因的时代价值，进一步

解读红色基因的意蕴内涵，自觉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不仅有利于人们巩固理想信念、发扬革命精神，更

能不断丰富红色基因的精神谱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动力支持。在新时代，党和人民要自觉传承

好红色基因，才能确保始终守望初心，笃定前行。
1 明确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意义

1.1 夯实信仰根基

传承红色基因，有助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党和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由

弱到强的华丽蜕变，这一科学理论支撑引导党和人民排除艰险、迈向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时期，无产

阶级革命者胸怀远大理想与敌人展开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探索

出适合国情的康庄大道；改革开放以后，党和人民结合时代特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深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常说不要忘记过去，更不能忘记我们的信仰。峥嵘岁月虽已过去，但新挑战层出

不穷，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尚未实现，眼前安逸、外部诱惑极易令人丧失自我。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坚信马克思主义

的先进政党，是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有为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能在乱世“得民心”，究其根本是我们党能“顺民意”。人民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基，人民的力量是民族

崛起的力量之源。随着国家发展持续向好，人民生活日渐富足安康，有的党员干部违背初心利用职权为己谋

私，这是理想信念缺失、历史观念淡薄的表现。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丧失理想信念，对一个政党来说最危

险。“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

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1]传承好先辈红色基因能让党员同志时刻不忘初心

使命，夯实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基。
1.2 激发蓬勃斗志

传承红色基因，有助于保持昂扬革命斗志。经过长期努力，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党和国家事业有了

新进展、取得新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步入新征程并不意味着从此高枕无忧。新的历史时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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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风险挑战更严峻。世界经济发展整体态势不容乐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挑起国际争端，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各国经济深受重创，这些使得如何在疫情反复的环境下持续发展成为我们目前

面临的重大问题。此外，人们在享受经济腾飞带来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懈怠。回顾百年党

史不难发现，只有时刻保持昂扬革命斗志才能不被困难击垮，消极懈怠的思想态度则极其危险。
1949 年，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七十多年来党和人民满怀壮志、开拓前进，多次考

出好成绩。民族复兴的“大考”尚未结束，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四种考验”复杂多变，党和人民群众中也存在

精神萎靡、安于享乐现象。古往今来，只有保持昂扬斗志的民族才能够长盛不衰，“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

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2]49。如今国际局势更加错综复杂，要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大环境中高歌

猛进，就必须传承好红色基因，激发革命斗志，向着辉煌前景勇敢奋斗。
2 把握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要义

2.1 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是红色基因赓续传承的灵魂所在。1840 年，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旧中国大

门，“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悲惨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

争”[3]，但是均以失败收场。直到 1921 年，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才有了先进政党的领导

和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党的“一大”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召开，此

后我们党更是屡次历险、备受考验，但无论条件怎样艰苦，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始终坚如磐石。
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和敌人抗争，靠着愿为信仰随时牺牲的勇气同苦难搏斗，同命运抗争。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4]民族存亡之际，全国各地的仁人志士为实现共同理想赴汤蹈

火、奋勇向前。方志敏烈士在遗作《可爱的中国》中提到就算被砍下头颅也绝不动摇信仰，这是一个共产党员

在用生命诠释对信仰的执着；陈云同志把一生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用实际行动兑现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奋斗到死的承诺；“江姐”原型江竹筠同志忍受敌人酷刑，严守党的秘密，在狱中写下托孤遗书，希望儿子能

继承遗志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字里行间流露出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
2.2 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

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是红色基因永葆活力的精髓要义。历史上中华民族饱受磨难，但中国人民从未放

弃奋斗，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早已根植于中华血脉。党和人民战胜外敌、克服困难、抵御风险，取得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处境再艰难也要迎难而上，这是中华儿女的优良传

统，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中华民族能一次次渡过劫难，这与人民骨子里不放弃、不退缩的韧劲密

不可分。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一贯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带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为自

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5]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长河中，党和人民踏实肯干、攻克难关，孕育滋养了一脉相承的精

神谱系，这些中国精神无一不凝结着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奋斗不息的红色基因。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

神，集中展现出党和人民和衷共济、共谋复兴的鱼水深情。红军长征时期，工农红军在党的领导、群众的帮助

下克服凶险，胜利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伟大的长征精神是“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

神”[2]47。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步入新轨道，各地区党和人民开拓进取、踏实肯干，用辉煌成就书写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壮丽篇章。新时代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中又创造了伟大的抗疫精神、探月精神、脱贫攻

坚精神，续写了红色精神谱系。
3 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路径

3.1 加强红色教育

（1）学好党的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向来注重党史学习，强调“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
政育人的作用”[6]。2021 年 3 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提出“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7]的明确要求。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中的先锋力量，党员干部和青年学子更

要积极接受党史教育。纵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能够扭转积贫积弱局面走向繁荣富强，关键在于中

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史是人民学习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感悟和践行红色精神的重要历史资源。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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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须“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8]。党史是独具红色魅力的精神财

富，要以党校、学校为起点，在社会各基层各组织中全面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传承红色基因，在工作

和生活中自觉发扬红色传统。
（2）发展红色旅游，传承红色基因。《2016—202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强调，红色旅游要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强化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功能，“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

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9]。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过去，大部分人都不曾亲

身经历战争，年轻人也没有过敝衣粝食的日子，根本无法对苦难过往感同身受。因此，我们要加大红色旅游

宣传力度，鼓励大家去革命老区、红色纪念馆实地感受先辈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红色旅游不同于一般的

游山玩水，这里的“旅游”是红色教育的特殊途径，也是最有效途径。在发展红色旅游事业过程中，应注重挖

掘红色精神深刻蕴含，再用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让人们在参观、游览、体验中触发红色情怀，增强

党史认同感。革命遗址遗存、红色纪念场馆、烈士陵园等都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

地。在建设改造红色教育基地时，不得一味追求高端、洋气，不能把红色教育基地变成商业娱乐场所，应紧扣

红色主题，让人们在红色旅游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3.2 挖掘红色资源

（1）挖掘有形红色资源。革命先驱活动过的场所或使用过的器物等具有一定纪念意义的实物资源可视

作有形红色资源，例如革命旧址、红色纪念馆等，这些珍贵资源都是学习党史、提高修养的生动教材，更是新

时代鲜活的思政教材。2017 年发布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对如何正确充分发挥红

色资源优势提出过明确要求。革命遗址、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是开展红色教育、促进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

阵地，要重视开发保护革命遗址，设计修建红色主题纪念场馆，加强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实现红色资源教育

功能最大化。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谈到要发挥好革命纪念馆、党史陈列馆、烈士陵园等

场所的宣传教育作用，这些“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8]承担着传播党史文化、提升思想境界、凝聚价值共识的

重要功能。运用有形红色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能让人们直观感受红色物质遗产所承载的精神底蕴。
（2）挖掘无形红色资源。无形红色资源是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艰苦实践中创造的红色精神文

化总和，主要有红色故事、红色歌曲、红色家风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

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10]111，确保红色故事深入人心，红色江山才能永不变色。无形红色资源具有形

式多样、易于获取、感染力强、传播面广的优势，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优质素材。党员和人民不仅要“利用好红色资源，做红色资源的保护者、传承者、发展者和创新者”[11]，更要

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赓续红色基因，世代守护好先辈们打下的红色江山。
3.3 学习英雄模范

（1）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要讲好英雄故事。英雄母亲邓玉芬将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的故事感动了

中国，这个伟大母亲没有上过战场，但成为当之无愧的英雄。干部楷模焦裕禄受肝癌折磨仍坚持为人民工作

的故事让人泪目，焦裕禄同志是人民心中的英雄，焦裕禄精神是党员干部舍身忘我、不负人民的现实写照。
不论党员还是群众，新时代也有许多英雄在无私奉献。因此，我们现在既要讲好历史上的英雄故事，又要发

掘身边的英雄事迹，让英雄的红色基因在口耳相传中得以世代传承。
（2）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要写好英雄故事。党史中有许多英雄的故事，例如张师长献盐、王二

小放哨、董存瑞炸碉堡等等，这些英雄故事有的被收入语文课本，有的被编成红色歌曲，有的被改编成影视

作品。讲好一个故事胜过空讲一堆道理，将英雄故事真正讲进人民心里是起到资政育人效果的有效途径。我

们在记录英雄事迹时要讲究客观真实性，在以英雄人物为原型创作文艺作品时，则要既注重情节刻画又注

重情感升华，以好的作品让人们在被情节吸引的同时深受思想启迪。在进行艺术创造时，我们须在对现有红

色资源研究挖掘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塑造英雄形象，写好英雄故事，以此引导全社会崇敬英雄、爱
戴英雄、学习英雄。
4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奋斗百年，在千锤百炼中形成了能融于血脉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红色基因不仅是革命先

任胜男：传承红色基因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探析 9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年

驱留给后人的精神基因，更是集精神、物质、制度于一体的宝贵财富，是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

头活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基石。因此，我们要不断挖掘传承红色基因的时代价值，创新传

承红色基因的实践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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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its long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med the red gene,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patriotism, revolutionary heroism, lofty ideals and moral qualitie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ed
gene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faith and inspire vigorous fighting spirit, and can provide
motivational support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gain the essence of the red gene,
there is a need to grasp the two main aspects of unswerving ideals and beliefs and the spirit of struggle,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ed gene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through three innovative paths: strengthening red education,
tapping red resources and learning from heroic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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