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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性教育涉及党的本质、党的组织纪律、党的发展，以及党员的自身建设，核心是理想信念教育。红色文化

蕴含深厚的理论与精神特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一脉相承，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有利于党性教育。新时代背景下，党

内部建设的重要任务在于党性教育的成功与否。本文通过以革命旧址以及民族精神为例进行分析，通过分析革命旧

址背后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背后的故事以及人性背后的党性，探究红色文化与党性教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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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教育是党员保持纯洁性的必修课，是党员需要

不断重复更新的教育形式。党性教育对于每一位党员都

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红色文化资源蕴含丰富的党性教

育内容，发掘好、运用好是国家提出的要求。同时，对红

色文化的挖掘也是对中华民族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有助于学习民族英雄的精神特质，传承革命精神，增强

民族凝聚力与自豪感。

1 革命旧址背后的历史

革命旧址是红色文化的重要源地，蕴含丰富的红色

文化精神，传承丰富的党性教育资源。对于红色文化资

源进行挖掘，实行党性教育，有助于加强党员的自身素

质与精神境界的提升。目前，国家出于时间、空间以及交

通等条件的限制，对于红色资源的党性教育挖掘不充

分，需要国家进一步充分发挥其作用。

1.1 革命旧址背后的历史

红色文化包含多种教育资源，革命旧址是国家级重

要的红色文化资源，是重要的旅游圣地以及革命文化宣

传基地，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以及文化鉴赏价值。

西柏坡是毛泽东主席最后一农村指挥中心，是取得新中

国建设的重要基地，对于中国的建成以及党的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西柏坡位于环山环湖的地理位置，适宜建设

根据地，在此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役，西柏坡

被称为“新中国走来的地方”，凝聚中华民族建立的精神

象征，凝聚中华民族革命文化的象征。在西柏坡旧址，毛

泽东进行重要指挥，引导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今天，人

们故地重游，学习历史文化，体会革命精神。西柏坡旧

址，是国家级景区，各个地区进行红色文化学习的首选

之地，各个部门进行党性教育宣传的重要选择。

1.2 革命精神的传承

革命精神具有感染性，在精神意识领域传承，提升

党员素质，加强党性教育。

毛泽东在西柏坡，进行重大战役的指挥，召开关系国家

建设的重要会议，形成西柏坡重要的精神象征。西柏坡精

神，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组织在革命以及建设过

程中总结产生的精神结晶，对于当代党的建设以及党性

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西柏坡精神的内容：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的开拓创新精神，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与时

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执行政策、严守纪律的精神，戒骄

戒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西柏坡精神，还可以概

括出其实质与核心：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

新世界。

2 历史人物背后的故事

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中华民族大地

上，以伟大的精神为指导，指点江山，中国迎来了新的历

史阶段。在中国革命时期，涌现一批又一批伟大的历史人

物，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高尚的精神品质，并且

对于后代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指导作

用。

2.1 三大战役引领中国的成立

撤离延安指挥中心之后，建立西柏坡革命根据地，对

于决胜新中国建立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在

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并取得最终胜利。毛泽东在西柏坡

指挥辽沈、平津、淮海战役，消灭国民党中坚力量，最终获

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

2.2 九月会议召开加强党内建设

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九月会议等重要会议，提出利

用五年时间推翻国民革命旧的统治，建立新中国，使得西

柏坡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通过这次会议的召开，奠

定新中国建立的各项事宜安排，会议通过军队建设、经济

发展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决议，对于新中国建立

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建设的重要指导。在经济上，重

视农业与工业的共同发展，尤其强调农业对于工业的支

撑作用，提出经济对于战争的支撑作用等重要论断；在军

事上，提升军事战斗能力，加强军队内部建设，强化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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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监督，加强军民联系；在党的建设上，提升全党的成

熟度，在全党进行思想上、组织上以及作风上的教育，提

升全党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七届二中全会强化党群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在西柏

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本次会

议的重要任务在于解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工作重心。在

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中，确立国家的工作重心进行转

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同时对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

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部署。政治方面，一方面，明确国家

对于土地的基本政策，巩固农民对土地的权益；另一方

面，强调党民关系，强调全党与人民鱼水息息相关的紧

密关系，明确人民对于党的支撑作用，党不能脱离群众。

3 人性背后的党性

3.1 红色文化通过弘扬与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助力党

性教育

红色文化蕴含党的艰苦奋斗史以及党自身建设的

过程历史，包含丰富的党性文化，丰富的党员干部教育

典型素材。学习红色文化，就像是重走老一辈党员的革

命之路，学习传承党员优良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还蕴含

着充实的政治力量以及军事经验，通过学习使增强对于

国家局势以及政治发展的指导，增强军事建设，助力国

家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强化新

一代党员的精神素质，奉献于国家建设。

3.2 红色文化承载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党性教育的途径并不唯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

党性的提升，听专题红色经历党课、现场旧址讲解等，但

是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实物性、立体性的特点，对于党性

教育的开展更加直观。目前，红色文化的开发与研究有

待进一步完善与落实。国家对于红色文化的开发还不

足，首先，红色文化在全国的分布较分散，由于受地理位

置的限制，在实地进行党性教育具有一定的难度；其次，

红色文化受到时间的限制，有些寓意与时代的发展相脱

节，还会出现红色文化资源消失的现象，不利于传统革

命文化的传承。国家要加强关于红色文化的开发与研

究，使其更好地传承与发扬，更好地与时代结合，为新时

代的全面建设做指导。

3.3 红色文化实例验证党性教育的重要性

任何的教育都不能只依托于理论说教，都需要实践

的证明。党性教育传统模式即说教授课，突破传统模式，

红色文化资源为党性文化提供实地以及实物的考证，使

得党性教育更加具有说服力。红色文化的挖掘，为党性

教育提供资料，还可以通过组织红色文化圣地旅游等方

式提升新一代党员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党员的自觉性，

严格要求自己，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组织激情红歌、朗

诵、讲故事、体验、访谈等方式，对红色文化进行挖掘，进

行党性教育。

3.4 红色文化发扬精神作用

在红色文化传承中，精神作为对意识思想领域的重

要因素，影响着人性发挥作用，影响着党性教育的传承。

首先，红色文化要重视发挥精神作用。中华民族上下五

千年，凝聚民族精神，传承并发展民族精神，激励中华儿

女不断奋勇向前。毛泽东曾将强调过：一个民族要具有

一定的精神，国家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有了精神才

能具有热情和干劲，才能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追求事

业。其次，红色文化要重视传承创新精神。中华民族红色

文化诞生的历史就是创新的历史，是将中华民族实际发

展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造性的开发文化的历史，

在不同阶段的丰富发展也是创新的结果。在新的阶段，

结合红色文化进行党性教育，更是要坚持创新与实践相

结合，不断开拓进步。再次，红色文化要重视加强与人民

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是革命事业的重要载体和推动

力，革命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群众的大力支持，离不开与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传承红色文化，发扬人性精神，加

强党性教育，提升党员素质，需要党员内部加强联系群

众的教育，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实现党民一家亲，党

员为人民服务。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红色文化对于党性教育的开展十分重

要。红色文化传承党员优良文化传统，为党性教育提供

载体与实物资料验证，使得党性教育顺利进行。红色文

化资源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价

值，对其的挖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未来一定会更加强

有力的为中华文化提供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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