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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基因的形成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其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拼搏精神、信仰以及追求等，并且

蕴含了党在长期奋斗过程中锤炼出来的优秀品质、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因此，积极引导新时代青年进行红色基因传

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对传承环境的优化，使青年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下传承红色基因，从而有效的推动中国梦

的实现。本文首先分析了传承红色基因重要性，以及引导新时代青年进行红色基因传承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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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优良文化以

及精神的凝聚，青年作为新时代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传

承红色基因的主要力量，只有青年积极传承红色基因

才能够大力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为

了使新时代青年能够更好的完成党和国家的重托，就

要积极引导青年传承红色基因。红色基因不仅包含了

中华民族的多年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更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坚力

量，青年要积极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推动中国梦的实

现。

1 新时代青年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性

1.1 传承红色基因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

本源泉

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独特文化，包含了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同

时，还是中国人民走向富强的引领者，更是我国建设文

化自信必不可少的精神基础。青年作为我国文化自信

的主要建设者，他们在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中就是新

时代文化自信前进的过程。红色基因的产生完全根据

不同时期革命精神的发展规律以及本质特征所决定，

青年积极传承红色基因能够有效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我

国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近几年，由于对西方文化

的过度关注，使得我国传统文化遭受了西方文化的猛

烈冲击，从而导致青年出现政治迷茫、精神不足等问

题，这严重影响了青年对于我国社会注意发展的推动

作用。因此，要积极引导新时代青年，加强对红色基因

的传承，同时还要加强政治方面的学习以及理论教育，

使青年能够感受到红色基因中所蕴含的前进的力量，

大大的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建立。红色基因是中

华民族革命以及发展的文化汇聚，而且还承载了革命

先烈的精神，所以说传承红色基因是增强中华民族文

化自信的根本源泉。

1.2 传承红色基因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增加，而且各种

社会思潮也不断涌现，这使得人们的价值观逐渐趋向于

多元化。在此背景下，加强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可以有效

的推动主流文化价值的健康发展。在传承红色基因过程

中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同时也是加强对

人民群众路线教育以及思想道德塑造的重要文化。引导

新时代青年传承红色基因，不仅能够有效的传播政治意

识，从而有效的维持政治稳定，而且还能够通过对青年政

治行为的引导，促进政治得到发展，同时还能够对其他方

面的文化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现代化社会变化很快，我

们要结合实际情况，积极的传承红色基因，利用红色基因

中所体现的文化和精神来抵制社会中低俗文化对青年思

想的侵蚀，引导青年建立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因此，在

进行红色基因传承时，要加强对相关文化事业和产生的

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促进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并不

断的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巩固。

1.3 传承红色基因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之源

红色基因汇聚了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奋斗精神以及革

命文化，它是中国共产党多年革命文化和精神的凝聚。从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不仅要时刻注意各种内忧外患，还

要积极带领人民群众进行新的探索，经过长期的努力终

于改变了以往“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实现这一目标的

主要动力，就是大家对崇高以及远大的理想信念的坚持。

理想信念的建立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精神为基础，而

理想信念的坚持就是激活红色基因的根本，这样才能够

使红色基因传承取得更好的效果。在新时代，青年对红色

基因的传承能够吸收更多的红色文化以及红色精神，并

有利于红色基因实现更大的推广，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更多、持续的精神能源。这就需要青年对红色基

因进行有效的传承，充分展现出红色基因中所蕴含的价

值，从而有效的促进中国梦的快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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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导新时代青年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措施

2.1 优化政府方面的传承环境

引导新时代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项非常重要的

战略工程，其中离不开政府层面的引导，为了能够充分

发挥红色基因对于青年思想道德形成的重要作用，就要

加强对政府方面传承环境的优化。首先，各级政府部门

要积极整合传承红色基因中的主体力量，并充分利用现

有的资源，并且还要在此过程中不断的挖掘更多的红色

文化资源，从而有效的推动红色基因传承工作的开展。

其次，将青年传承红色基因工作与青年发展规划进行结

合，并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对法律法规的落实，从

而使传承工作能够更加科学、有序。最后，政府还要加大

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工作的财政投入，并不断的加强对

传承工作的管理力度，使传承工作更加有效。红色基因

有效传承能够大力的带动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而且青年

传承红色基因能够有效的推动红色文化和精神的弘扬。

因此，政府要根据实际优化政府方面的传承环境，使红

色基因传承能够有序得到进行，推动红色基因的有效传

承。

2.2 优化社会方面的传承环境

对社会方面红色基因传承环境进行优化，可以充分

发挥出社会环境舆论导向对青年思想的影响，使人民群

众能够意识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性。一方面，为青年

营造充满正能量的社会环境。将青年传承红色基因作为

青年意识形态建立的重点，充分利用社会环境对青年意

识形态的影响，在充满正能量的社会环境中促使青年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环境更有利于红色基因的

传承。另一方面，加强对网络环境的优化。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青年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间越来越

长，因此青年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网络环

境对于青年思想道德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要

加强对红色基因传承网络环境的优化，使传承工作更加

便利、有效。

2.3 优化学校方面的传承环境

学校是对青年进行红色基因传承的主要场所，因此

学校的传承环境直接影响青年传承红色基因的效果。因

此学校要注重对传承环境的优化，第一，对教学环境进

行优化，教学过程在青年的学习生涯占据了很大部分时

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融入红色文化，红色文化与思政

课结合起来，例如，我馆讲解员将蓝田县红色历史、主要

人物故事制成微党课走进学校的活动，将蓝田红色历史

与课本相结合以有效的增加青年传承红色基因的时间，

从而使红色基因的传承更加有效。第二，对校园环境进

行优化，学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园环境的便利性，将红色

基因融入校园文化营造过程中，例如，在创建校园环境

时，可以增加对红色文化的宣传栏，使青年能够随时感

受到红色基因的魅力，从而有效的推动红色基因传承工

作的顺利开展。第三，对校园活动进行优化，校园活动不

能能够为青年提供人际交往的渠道，而且也能够为红色

基因的传承提供重要的契机。在活动组建过程中要充分

发挥党组织和团组织的作用，积极举办与红色基因相关

的宣传教育活动，为青年思想道德品质的提升创造条

件。另外，学校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校园活动进行创

新，可以以某个重要革命历史时间的纪念日为基础，开

展以红色文化为主的教育活动，有效的提高红色基因传

承效果。

3 结语

红色基因是充分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实践活

动以及历史进程，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主要来源于实

践中。没有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实践活动，就不会形成现

在的红色基因。红色基因在青年中的传承能够有效的推

动红色文化和精神的持续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红色

基因中的文化和精神，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同时，政府、社会、学校还要为红色基因传承工作

的进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不断优化传承环境，使传承工

作更加积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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