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民族的兴盛，离不开文化的

繁荣；一支军队的强大，需要先进文化

的支撑。近年来，甘肃省军区发挥红

色文化铸魂育人功能，结合驻地红色

资源丰富的实际，着力打造区域国防

动员红色文化品牌。这既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举措，也是弘

扬先进军事文化、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的有效方式，对于推动新时代国防动

员高质量发展、促进军地红色文化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善用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应自觉传

承红色基因。红色基因是我们党的宝

贵精神财富。追溯党领导甘肃人民开

展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历史、红军长征

在甘肃境内的浴血奋战历程、甘肃军民

在党的领导下获得解放的艰辛曲折过

程，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革命精

神、红色基因，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打造区域国防动员红色文化品牌，就是

教育引导军民在学史中励志、在感悟中

传承、在实践中升华，自觉肩负起发扬

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的使命。

善用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应自觉

贯穿胜战指向。打造区域国防动员红

色文化品牌，既要满足官兵精神文化

需要、促进官兵全面发展，更要服务备

战打仗主责主业、促进国防动员支战

援战能力提升。把培塑尚武精神作为

红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融入动员

备战各领域全过程，才能锻铸打赢本

领、砥砺胜战硬功。

善用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应自觉

注重创新驱动。唯有创新，才能使品

牌内容更加丰富、品牌建设更加高效、

品牌形式更加新颖。实践证明，博采

众长、锐意创新，采取筹建数字展馆、

遴选军地专家巡回宣讲、创演文艺节

目等方式呈现红色文化、开展教育活

动，能够有效扩大覆盖面和教育面，进

一步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使红色教

育润物无声，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

善用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应自觉凝

聚军地合力。打造区域红色文化品牌

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军地众多部门，

需要各级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密切协

作、通力配合。对地方来说，应在加强

红色资源保护、开展系统研究开发的基

础上，积极支持配合驻军部队做好建设

军史场馆、收集文物史料、开展传统教

育等工作。对省军区系统来说，应积极

协调驻军部队和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

认真组织开展军营开放、学生军训和其

他富有特色的军事活动，持续在全社会

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

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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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整合

串珠成链，红色文化
“响”起来

在甘肃这片热土，有重要红色旧址

900 余处，分布在全省 14 个市州。

“我们把红军长征沿线、西路军征战

沿线、解放甘肃沿线的红色资源串珠成

链、连线成片，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两当兵变发生地共同打造

‘三线两点’红色地标。”甘肃省军区领导

介绍，面对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红色资

源，军地双方发挥各自优势一体筹划、系

统推进保护利用工作。

“红色飘带，会师华章”“攻克天险，

北上通途”“平庆沃土，峥嵘岁月”“赤色

丝路，西征长歌”……近年来，甘肃军地

整合红军长征会师地、长征落脚点决策

地、解放西北决胜地等重要红色资源，打

造特色鲜明的红色地标，推出多条精品

红色文旅线路。同时，深入挖掘西路军

征战、兰州战役等战史战例和英模人物

故事，大力弘扬革命精神。

“兰州战役打响后，第一野战军第

11 师 31团作为主攻团激战 10余个小时，

歼敌数千人，团长王学礼壮烈牺牲……”

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魏岭乡沈家岭村的

“王学礼民兵连”荣誉室，全面展示了王

学礼的英雄事迹。

沈家岭村是王学礼的牺牲地，区人

武部联合地方有关部门保护修缮沈家岭

战斗遗址，建立纪念亭，组织人员走访王

学礼后代、赴王学礼生前所在部队了解

英雄事迹、邀请党史专家研讨核实史实，

整理出版《王学礼传》等书籍，丰富英雄

形象，宣扬英雄精神，将相关成果融入兰

州战役纪念馆展陈和解说词。

“我们制定专门措施，进行任务分

工，明确军分区和人武部重点抓好本级

军史长廊和荣誉室展陈完善、驻地红色

资源整合上报等工作落实。”甘肃省军区

政治工作局领导介绍。

近年来，甘肃省先后出台《甘肃省红

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革命遗址保护管

理办法》等法规，进一步促进军地挖掘整

理和保护利用红色资源——

定西军分区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等单位，针对红军长征时曾鏖战全境的

实际，以全市健在的老红军和参加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

为主要对象，拍摄制作 26 部《老兵记忆·

口述历史》系列短视频。

两当县是习仲勋同志组织发动两

当兵变所在地，也是新时代卫国戍边英

雄陈红军的故乡。该县人武部会同宣

传、文旅和教育等部门，梳理全县红色

资源，编著《习仲勋与两当兵变》等红色

读本、《干粮袋》等红色故事集。他们还

走访陈红军亲友、生前所在部队及就读

学校，协调铸造陈红军烈士铜像，将县

民兵应急连命名为“陈红军民兵连”，设

计制作连旗连徽，提炼连魂连训，传承

弘扬烈士精神。

为助力地方保护利用红色资源，该

省军区还协调军地单位筹资支持陇南市

文县建起烈士陵园，支持红军西路军古

浪战役纪念馆修建雕塑，帮助宕昌县哈

达铺镇修建象征红军走向胜利的“红军

门”……

多样化呈现

善于利用，红色传播
“火”起来

为增强传播力、扩大影响力，中国工

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精心配置直播设

备，建成红色文化网络直播室，讲解员、

“董振堂民兵连”民兵李菲菲采取网络直

播方式，带领观众“畅游”纪念馆，了解西

路军将士英勇奋战的历程。

“一次直播，多人受益。”李菲菲告诉

笔者，与现场讲解相比，直播不受地点限

制，全国各地的观众都能够通过电脑、手

机等终端观看，传播范围更广。

直播室联通天南地北。李菲菲和同

事说文物、讲故事，吸引越来越多人关

注，让西路军的英雄故事为更多人知晓。

如何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文

化“火”起来，是甘肃省军地各级共同思

考研究的课题。笔者在哈达铺红军长征

纪念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腊

子口战役纪念馆等 10 余个场馆参观时

发现，除了有实物、照片、视频和文字等

展陈形式外，还有利用声、光、电等技术

手段设置的战场情景和体验环节，让参

观者“身临其境”受到感染熏陶。

“好的内容离不开好的表现形式。”

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孙瑛

说，甘肃红色旧址涉及地域广、类型多，

激活红色资源，弘扬革命精神，创新方

法手段尤为重要。

“善于利用时代元素、科技手段和

艺术手法开展红色文化品牌创建，才能

使 红 色 文 化 更 接 地 气 、聚 人 气 、励 士

气。”甘肃省军区领导介绍，为高标准建

设甘肃革命军事馆，他们组织人员赴北

京、上海等地学习先进展陈技术，同步

建设甘肃红色历史数字展馆，分专题打

造网上系列展厅，在所属单位同步设立

可视端口，使大家不出营门就能游览场

馆、接受教育。

让红色资源可看可听、可读可感，离

不开文艺精品的创作和传播。该省军区

精心组织力量，编撰《兵要地志》等 10 本

陇原“红飘带”系列丛书，编印《红色南

梁》《血战高台》等 10 本特色宣传画册，

整合一批红色影片、情景剧目等文艺作

品，受到广泛欢迎。

《会 师 颂》《红 色 会 宁》《圣 地 之

春》……会宁县持续推出大型红色文艺

专场演出，用精彩的演绎吸引观众，将

剧场变成课堂。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

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精神在这片

土地上落地生根，世代相传。“我们希望

创作出更多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繁 荣 发 展 红 色 文 化 ，传 承 发 扬 长 征 精

神。”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管委会红色艺

术团团长崔掌天介绍，近年来，他们通

过歌舞、朗诵、说书、快板等形式，让红

色文化走上更广的舞台。

体系化传承

特色鲜明，红色品牌
“树”起来

2023 年 岁 末 ，一 场 突 如 其 来 的 地

震，给甘肃省积石山县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

灾情就是命令。地震发生后，甘肃

省军区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奔赴灾

区，全力抗震救灾。救灾一线，临夏县民

族团结民兵排帮助受灾群众搭建帐篷、

拆除废墟、卸载物资，在安置点开设热食

供应点和便民服务站，还在帐篷小学教

学生唱歌、画画，帮助灾区群众重建家

园，受到广泛赞誉。

“作为红色民兵示范分队，就要勇于

担当、立起标杆、擦亮品牌。”民族团结民

兵排排长杨兴龙说。

该民兵排是甘肃省军区联合省委省

政府命名的 16 个红色民兵示范分队之

一，是甘肃省军区重点打造的具有鲜明

特色的国防动员红色文化品牌。其中，

有以卫国戍边英雄命名的“陈红军民兵

连”，有数十年如一日支援保障我国航天

事业发展的“航天民兵连”，还有默默守

护高原交通线安全的“乌鞘岭护路藏族

民兵连”……这些受红色文化滋养的红

色民兵示范分队，是全省后备力量建设

的榜样力量。

一域一特色，一地一品牌。2023 年

以来，该省军区联合地方有关部门，积极

建设完善革命军事场馆、组织革命精神

流动展览、成立红色金牌讲师团等，逐步

构建起多方位、多形式、多层次的红色文

化品牌矩阵。

武威市天祝县哈溪镇河沿村，是“卫

国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的故乡。走进

该村村委会，只见“英雄学坊”4 个大字

熠熠生辉。村党支部书记吕光祥介绍，

在县人武部支持帮助下，他们精心打造

“英雄学坊”，广泛开展“英雄故乡学英

雄 ”活 动 ，引 导 村 民 崇 德 向 善 、见 贤 思

齐。新兵入伍前，镇武装部都组织新兵

到“英雄学坊”参观见学，激励他们学习

英雄精神，矢志建功军营。

着 眼 体 系 化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该 省

军区建立军地共享共教宣传教育协作

机制，遴选 20 人成立红色金牌讲师团，

常 态 宣 讲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国 家 安 全 形

势 等 。 他 们 还 依 托 驻 地 红 色 场 馆 、遗

址 遗 迹 、烈 士 陵 园 等 ，推 开 现 地 讲 授 、

仪式教育和情景教学，广泛开展“学习

战史战将、培育战斗精神”“感悟红色基

因、争当优秀民兵”等群众性活动，引导

军 民 筑 牢 爱 党 爱 国 、崇 军 尚 武 的 思 想

根基。

红色文化凝心铸魂、服务备战，激励

官兵把传承红色基因焕发出的政治热

情，转化为推进国防动员建设的实际行

动。“砰砰砰……”新年伊始，祁连山东麓

某训练场枪声大作。当天，该省军区组

织首长机关长途机动至此，在冰峰雪谷

间进行走、打、吃、住、藏训练。官兵们顶

严寒坚持苦练精训，锤炼指挥决策、动中

通联、支战援战硬功，展现出建设打仗型

国防动员的昂扬士气。

陇原大地飞扬“红飘带”
—甘肃省军区推动军地合力打造国防动员红色文化品牌的探索与实践

■朱丛箫 莫福春 南丁红

甘肃省红色资源丰富，境内
分布着红军长征沿线、西路军征
战沿线、解放甘肃沿线和以南梁
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两
当兵变发生地等战斗遗址、革命
旧址。这些红色遗址旧址串连
起来，犹如一条条飞扬在陇原大
地的“红飘带”。

近年来，从陇东高原到河西
走廊，从甘南湿地到黄河之滨，
甘肃省军地各级携手保护利用
红色资源：有的组织专门力量，
精心修缮革命遗址遗迹；有的多
方筹措资金，新建或改建红色纪
念场馆；有的采取多种方式，抢
救性挖掘记录反映我党我军历
史的鲜活故事。

“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讲
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
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甘肃省
军区发挥职能作用，汇聚军地力
量打造富有区域特色的国防动
员红色文化品牌，引导广大军民
传承红色基因，聚力强国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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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甘肃省古浪县城关第四

小学师生在红军西路军古浪战役

纪念馆开展教育活动。

李天鹏摄

图②：甘肃省两当县“陈红军

民兵连”民兵在哈达铺镇参观见

学。 田 力摄

图③：甘肃省临夏县民族团结

民兵排民兵抗震救灾期间在帐篷

小学为学生授课。 徐晓庆摄

图④：甘肃省红军会宁会师旧

址“地球上的红飘带”雕塑。

常琦彪摄

图图⑤⑤：：甘肃省两当县人武部甘肃省两当县人武部

组织人员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参组织人员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参

观见学观见学。。 田田 力力摄摄

图图⑥⑥：：抗战老兵李国仁家属抗战老兵李国仁家属

向甘肃革命军事馆捐赠立功喜报向甘肃革命军事馆捐赠立功喜报

等文物等文物。。 李明东李明东摄摄

图图⑦⑦：：兰州战役纪念馆工作兰州战役纪念馆工作

人员为参观者讲述甘肃解放历人员为参观者讲述甘肃解放历

史史。。 李李 建建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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