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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色精神的当代内涵

自从共产党成立以来，一次又一次地创下举世瞩

目的非凡成就，带领中国人民脱离饥饿、灾难和困苦。

共产党之所以可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并且创造如

此的丰功伟绩，离不开党在内部对自己的严明建设，

这其中红色精神就是党的核心支柱。红色精神是党在

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积累沉淀下来的思想文化遗

产，是一代代劳动者在实践行动中凝结而成的智慧结

晶。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形成了无数巍峨的精神丰

碑，红色精神是一个庞大的谱系，最开始体现为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的井冈山精神，然后有“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长

征精神，现在则有“举国同心、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

正是这不同时代的精神支撑，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我们要想大

步向前，传承并弘扬红色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红色基地是红色精神的承载和寄托，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基地教

育是爱国教育很重要的一环，走入红色基地，具有非凡

的现实意义。我国红色资源并不稀少，革命活动曾在全

国各地都有发生，全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进行革命与

建设，全国各地都分布有红色基地。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

就一直是中国北方革命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西柏坡

精神是红色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两个敢于”“两

个务必”思想指导一代又一代人进行革命建设活动，是

人民工作十分重要的精神支柱。西柏坡是中共中央旧址，

党中央就是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的，在出发之前，毛

主席语重心长地教诲道要“走好赶考路”。作为当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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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要静心思索一个问题——怎样走好新时代的“赶

考路”？我们应当好好思考对于西柏坡精神要如何学习、

如何传承并将其发扬光大。

二、西柏坡现有红色文化资源

西柏坡作为革命圣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

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了封建土

地所有制；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

战略决战的胜利；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描绘了新中国的远大蓝图，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红色基

地。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做出了无数重

大的决定，影响了日后战略局势的重大改变，并提出

了十分重要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主要有四个方

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开拓进取精神；坚持依靠

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执行政策、严明纪

律的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

神。其中，两个“务必”精神更是对西柏坡精神的高

度凝练。

西柏坡纪念馆是很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游客在

其中可以回顾西柏坡发生的各个历史事件，从而对西

柏坡其地的发展脉络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西柏

坡纪念馆的展厅安排有志愿者讲解服务，主要讲述西

柏坡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等历史事件，以更加生动的

方式为广大游客朋友普及西柏坡相关知识，提升游览

者的学习兴趣，给他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经调查，

参观西柏坡纪念馆的游客并不是很了解各种国家大事

和政策，只是对国家种植地面积减少提出不少意见。

这正反映了大部分老百姓的现状，大家更关心涉及吃

饱穿暖的基础问题，对于更高层次的问题，很多人是

不甚了解的。这正是《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如今仍然

具有的现实意义，耕者有其田，人人吃穿不愁是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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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几千年来的梦想，共产党竭尽全力为实现人

民的梦想而努力着。西柏坡纪念馆是西柏坡各个历史

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一个高度浓缩，人们在这里

可以一站式了解西柏坡其地。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的塔元庄村，是我们当

今领导人习总书记仕途的发源地，总书记在这个小村庄

最需要他的时候来到了这里，提出了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的初心，怀着要为人民办实事的信念，将这个村庄大

变样——平房变高楼，沙滩地改革、养老产业化，之后

习总书记奔赴多地任职，却始终没有忘记这个村庄，先

后多次回到塔元庄来看望乡亲们，对塔元庄的建设表示

赞赏。

三、内涵丰富的西柏坡红色精神

红色是中国所具有的独特的颜色，红色思想是中

国独具一格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

程中产生的独一无二的思想，贯穿于中国的革命建设

发展过程。红色思想可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定文化自信，培养时代新人，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

进步。弘扬红色思想，传承红色精神，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筑牢和平年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作为红色精神中非

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西柏坡精神内涵丰富，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1、西柏坡精神的现实意义

在历史进程中，秉持着西柏坡精神，中国人民发

挥了极大的创造力和肯干精神。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

开放的过程中，人们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路，没有历史

可以借鉴，在路上有太多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因素，

所以激发民众敢于斗争的开拓进取精神和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帮助劳动人民

找准正确的道路，促使劳动人民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中更上一层台阶。作为在实践中几十年凝练下来的精

华思想，西柏坡精神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高尚性，广

泛宣扬西柏坡精神，让当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充分学习

到思想精华，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振

奋民族思想的作用。

在党的内部弘扬西柏坡精神，让党员同志深刻理解

先辈们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智慧，有助于加强党的

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

大力传扬西柏坡红色思想还有助于抵御外来腐朽文

化，树立正确的唯物史观，从而以更加积极的心态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2、“赶考”精神的现实意义

“赶考”一词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

坡前往北平之前提出的，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

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西柏坡是中国北方革命

的主要根据地，人民群众在这里不懈奋斗、艰苦肯干，

形成了务必谦虚谨慎、务必艰苦奋斗的不懈“赶考”

精神。作为经过时间检验而沉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赶考”精神在今天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国际经济局

势风云多变的今天，我们须得时刻小心、谨慎，秉持

谦虚的态度，以艰苦奋斗的精神踏实做事，才能真正

将国家建设到世界前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作为

当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勤恳为人，精诚做事是我们应

该时刻谨记的。我们决不能丢失这些珍贵的精神宝库，

要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将这些精神财产传承下来并发扬

光大。

四、西柏坡红色精神传承的主要困境

1、学校教育方面

目前来看，社会大众对西柏坡红色精神的了解普遍

不够深入，许多人提起西柏坡精神，只知道这个名词，

而不知道其具体所指的内容是什么。而提起“赶考”

精神更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和学校的教育力度

不够有密切关系，学校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不深，

多是采取讲座和主题班会的形式，以教师理论讲解为

主，课程较为枯燥无趣，学生参与度不高，自然了解

程度不深。

2、社会宣传方面

西柏坡精神在社会上的宣传力度也很小，以至于

民众对其了解有限。现代网络媒体如此发达，西柏坡

却没有搭上顺风车，人们对井冈山和延安多有了解，

但对西柏坡却知之甚少。西柏坡在社会上传播范围小，

没有充分利用多媒体向民众进行普及，民众大多只知

其名，未究其意，了解程度不深，不知道其具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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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建设方面

在许多地区，为传播红色文化，政府主要采取将红

色文化遗址建造成教育基地的模式，吸引人们旅游，打

造红色旅游胜地。西柏坡本身的旅游特色不足，周围没

有能够串联起来的旅游胜地，所以不能吸引太多游客主

动了解它，外地的人们一般不会选择专门来这里旅游，

社会了解度不高。

五、传承红色思想的措施

1、提升学校对红色教育的重视

重视程度决定做一件事的态度，要想从根本上唤起

社会大众对红色思想的学习热情，首先应该提高民众对

红色思想的重视程度。在学校里可以多举行红色主题活

动，穿插科学系统的红色理论教育，通过集中的学习和

培训，强化学生的红色理论基础和思想认知，从小培养

学生们的红色思想观念，树立牢固的红色思想体系。

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自发承担起红色思想

传承的责任，主动学习红色经典，为社会普及红色知识，

鼓励社会大众行动起来，学习并研究红色理论建设，

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深入了解红色思想的先进性，从内心深处提升对红色

思想的重视。

2、利用网络媒介广泛宣传红色思想

网络传播技术如今日新月异，已真正做到了“秀才

不出门，尽知天下事”，充分利用网络传播快捷的特点，

多渠道多方位地宣传红色思想，使红色精神渗透到人

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积极引导群众思想的大方向。

首先，可借助网络媒体推送红色思想内容，使用大数

据分析等先进技术，向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精确地推送

各自适合观看学习的内容。其次，充分利用网络大平

台，进行红色知识文化竞赛、网络“云宣讲”等活动，

在网络上争取更大的红色生存空间。最后，利用好网

络人人参与，广泛传播的优势，传递积极向上、正能

量的内容，可以红色教育短视频为主，让群众在潜移

默化中受到影响。

3、政府加强红色旅游建设

首先，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本身就是对红色文化的

保护。红色旅游资源存在于各地各处，将其发掘出来，

不要黯然没落下去，展示其特别含有的红色文化，科学

开发并合理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社

会教育作用。不仅要建立红色纪念馆，还要充分抢救老

红军的口述史，回忆录等，防止红色资源的不断流失。

其次，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可扩大红色文化震撼力与感染

力，不断创新红色文化，结合人们对美的需求，创造出

有震撼力的红色旅游产品，对人们产生心灵上的震撼，

激发人民群众深入了解红色文化和红色思想的热情。地

方当局将建设工作做到位，社会影响自然能够提高，才

会吸引更多的人产生了解西柏坡的愿望。

六、结语

红色思想是我党百年来凝聚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当下中国在建设和改革中可依据的精神支撑。西柏坡

精神是红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柏坡的发展是如今

整个中国红色基地发展的重要着眼点。我们可以从这里

出发，从点点滴滴做起，努力将红色思想在全方位进行

宣传和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道路充满曲折，我们任重而

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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