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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军人之魂，

文以铸之。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

孕育的宝贵财富，历经百年积淀而成，

是蕴含丰富革命精神的先进文化形

态。红色文化铸魂育人，是我军砺志

铸魂、砺战激气、砺行厚德的传家宝，

也是在开拓进取中确保人民军队军魂

永固、优势永存、血脉永续的重要实践

路径。

在万物互联与智慧赋能交互演进

的今天，红色文化育人的作用域、影响

面、着力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何

适应新形势创新思维理念和抓教方

法，让红色文化在网络智能时代焕发

生机活力、永葆生命力，需要我们不断

解放思想、守正创新，既牢牢抓住红色

文化育人的本质内核，遵循思政教育

的基本规律，又紧紧跟上时代步伐，贴

合官兵兴趣特点，从而让红色教育更

加走心入脑，把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

精神代代相传。

红色教育是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内容，其根本指向是引导官兵传

承红色基因、铸牢政治忠诚。因此，推

动红色文化育人应抓住教育本质问

题、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增强官兵思想

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实践中，应

将红色教育融入思政教育体系统筹谋

划，丰富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禀赋“供给

侧 ”，梳 理 部 队 思 想 政 治 建 设“ 需 求

侧”，建好红色教育“专家库”、壮大红

色文化“宣讲队”、充实红色精品课“资

源库”，因地制宜组织红色研学、故事

宣讲、文化展演等活动，增强红色文化

的铸魂育人功能。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网生代”官兵思想活跃，追新求变的

特征明显，兴趣爱好广泛多元。红色

教育要想打动人感染人，首先要在形

式上有新意，内容上吸引人。当下，社

会科技加速迭代升级，为打造红色文

化育人新业态提供了新契机。要紧跟

时代发展，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积极

探索运用 AI、大数据等前沿科技赋能

红色文化，创新制作和呈现更具象化、

艺术化、情景化的表达形式，发挥短视

频、公众号等新媒体矩阵优势传播，让

红色文化更有时代魅力，绽放更加璀

璨的光芒。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要让红色

文化软实力，催生强军胜战硬底气，应

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意境，

给人以“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应结合

职能使命，“一部一特色”建好文化“大

环境”，把红色文化与悠久的历史文

化、活跃的现代文化创新融合，积极推

动部队与地方、线上与线下、机关与基

层多维联动，促进红色文化与军营文

化多维度、多渠道、多要素衔接，使红

色文化与强军文化交相辉映，日常工

作与红色教育相得益彰，让官兵随时

随地汲取到红色文化的精神滋养，切

实把“铸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

化为思想和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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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巷陌，党史军史长廊屡见不

鲜；城市干道，“强军号”公交专线成为

一道亮丽风景；机场、高铁站厅，红色

主题展览吸引过往群众驻足参观……

踏访三湘大地，记者发现，各式各样包

含红色元素的文化环境，为官兵和群

众接受教育熏陶提供了便利条件。

将红色文化融入城市建设，是湖

南省军地拓展红色文化传播阵地的重

要共识。近年来，他们广泛凝聚军地

合力，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征兵宣传、

国防教育等工作，积极扩大红色文化

宣传阵地，因地制宜创建红色主题公

园、国防教育基地等，全方位打造“没

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

“在这里可以参观上百件红色文

物，感悟熠熠生辉的伟人力量，还可以

走进军事体验馆，在真人对抗中加深

体验……”“五一”前夕，怀化市鹤城区

国防教育中心又迎来一批参观的学校

师生，大家谈起所见所闻赞叹不已。由

区人武部牵头打造的国防教育中心建

成于 2020 年，主要由“国防教育长廊”

“廉政教育长廊”“百年红色怀化馆”三

部分组成，图文并茂地展示了“通道转

兵”“便水战役”“湘西剿匪”等发生在

怀化的战斗故事。如今，该中心已成

为怀化市爱国主义教育的“打卡地”、

国防教育的“网红地”。每逢节假日和

周末，前来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

“红色基因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

财富，必须发扬光大、代代相传。”该省

军区领导告诉记者，为铭记英雄、学习

英雄，近年来，湖南省军地按照“一地

一特色”的思路，以雷锋、张超、左权、

葛振林等英雄名字先后命名创建 20 余

支 红 色 民 兵 分 队 ，打 造 过 硬 民 兵 品

牌。组建以来，他们大力传承红色基

因，在遂行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发

挥了战斗队、突击队作用。

去年 7 月，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一

线堤防决口，数千群众被困，情况十分

危急。岳阳市“张超民兵先锋连”第一

时间奔赴一线，修筑堤坝、封堵管涌、

转移群众……连续奋战数小时，全力

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

汝城县沙洲村，沙洲民兵突击队、沙洲

民兵宣传队、沙洲民兵服务队持续帮

助村民整治乡村环境，发展致富产业，

捐 资 助 学 帮 扶 困 难 家 庭 学 生 完 成 学

业，以实际行动传承“半条被子”的温

暖，续写了新时代民兵服务人民的动

人篇章。

构建多维传播格局—

让红色基因既“看得见”又“代代传”

“潇湘红”辉映奋斗之路
—湖南省军地运用红色文化资源铸魂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卜 韬 本报记者 李亮亮

仲春时节，潇湘大地上鲜红的杜鹃
花竞相绽放。

在高铁长沙南站西出站口，一面色
泽鲜红的“开国元勋及将帅墙”格外醒
目，100多位湖南籍革命先辈的事迹跃
然墙上，吸引众多过往群众驻足观看、
拍照留念。

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之一，湖南是伟人故里、革命摇篮，秋收
起义、通道转兵等重大革命事件和活动

都发生在这里，三湘四水遍布着永不褪
色的红色印记。近年来，湖南省军区联
合地方相关单位深入实施红色资源挖
掘工程，创新融合悠久的历史文化、厚
重的革命文化与活跃的现代文化，打造
一座座军民热衷“打卡”的红色地标，一
个个频频“出圈”的教育课堂，一台台喜
闻乐见的文化演出，帮助官兵筑牢信仰
之基，在全社会激荡起强国强军的磅礴
力量。

“桐梓山上薪火传，革命儿女心相

连，红旗招展上井冈，跟着毛委员打江

山……”日前，湖南省衡阳警备区组织

开展“讲红色故事 唱强军赞歌”红色

文化宣讲活动，由衡南县桐梓山民兵

宣讲分队自编自导的情景剧《薪火》，

将衡南县桐梓山工农游击队的革命故

事娓娓道来。该节目以生动鲜活的事

例、接地气的表演方式，赢得现场评委

和官兵热烈掌声。

“讲红色故事 唱强军赞歌”红色

文化宣讲活动，是湖南省军区为挖掘

用好当地丰富红色文化资源，依托民

兵宣讲队伍，打造的群众性红色文化

宣讲品牌。自 2024 年 4 月 14 个市州同

步启动以来，共进行百余场选拔活动，

创作出数十部优秀的红色文化宣讲作

品，因融入丰富的艺术形式和科技元

素，打破单一的传统教育模式，更具表

现力和感染力，受到军地欢迎。

“ 让‘ 有 意 义 ’的 红 色 故 事 更‘ 有

意 思 ’，这 样 的 红 色 文 化 育 人 形 式 更

容 易 被 官 兵 接 受 。”该 省 军 区 领 导 介

绍 ，近 年 来 ，针 对 传 统 的 红 色 课 堂 形

式单一、官兵和社会群众兴趣不高的

实际，他们采取“文艺+红色”“文化+

科 技 ”等 形 式 ，发 动 官 兵 和 民 兵 积 极

创作，将红色文化融入舞蹈、音乐、诗

歌 、戏 曲 等 文 艺 元 素 ，运 用 现 代 的 舞

台呈现形式，打造出一系列耳目一新

的红色宣讲作品。

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全军挂像

英模张超生命最后时刻的“抉择”；湖

南早期共产党员、“秋瑾式巾帼英雄”

柏忍的“忍与不忍”；双枪女杰伍若兰

的“宁死不屈”……一台台情景式文艺

演出，通过音视频渲染、跨越时空对话

等形式，鲜活刻画出英雄人物的光辉

形象。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牺牲奉献

的 故 事 ，让 不 少 现 场 观 众 热 泪 盈 眶 。

许多节目先后被选送到主题教育、新

兵欢送会等时机展演。

此外，湖南省军地依托辖区 100 多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景区、红色

场馆的讲解员，组建 12 支红色民兵宣

讲队。他们发挥双重身份优势，立足

岗位创新开展红色宣讲，先后创作出

《“南方抗大”精神永放光芒》《迷彩十

八洞》《您还记得吗》等上百部优秀的

红色文化宣讲作品，每年在三湘大地

演出百余场。

前不久，长沙市马栏山视频文创

园内，技术团队正运用 AI 修复技术和

黑白图像上色技术，把 50 多年前的黑

白 电 影《雷 锋》修 复 为 高 清 的 彩 色 电

影。据了解，他们已经完成《国歌》《毛

泽东在 1925》等多部红色经典电影的

高 清 修 复 。 这 些 经 过 精 心 修 复 的 电

影，被送到学校、军营，成为红色育人

的新载体。

创新文化宣讲形式—

让“有意义”的红色故事更“有意思”

“贺龙早年两把菜刀闹革命，拉起

农民武装；南昌起义时，他毅然听党指

挥，打响武装革命第一枪；长征途中，

他率红二、六军团牵制敌军，保存革命

火种，这些革命历程生动诠释了贺龙

对信仰的执着坚守……”

2 月 28 日，湖南省军区“潇湘红色

文化大讲坛”再度开讲，贺龙纪念馆副

馆长覃章衡走进省军区大课堂，围绕

“贺龙的忠诚”这一主题，深刻解读贺

龙的家国情怀和革命精神，让官兵对

这位开国元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把红色历史讲透，才能真正理解

革命前辈的初心使命，进而引发官兵共

情共鸣。”该省军区领导介绍，开办“潇

湘红色文化大讲坛”，是该省军区用好

集中授课这个“主渠道”，深入学习红色

历史、弘扬革命精神的途径之一。开讲

一年来，先后邀请多名当地红色场馆专

家学者，为所属人员系统讲解湖南革命

历史和光荣传统。官兵们对其中不少

细节印象深刻，深受教育启发。

近年来，该省军区充分发挥协调

军地职能，从省级层面进行课程设计

和体系建设，各级领导带头讲红色党

课、军地协力准备精品大课、发动民兵

拍摄视频微课，建设红色精品课“资源

池 ”，让 红 色 课 堂 别 开 生 面 ，如 沐 春

风。湖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领导告诉

记者，这些红色课堂各有特色，各取所

长，让红色历史既能“讲得透”又能“记

得住”。

在雷锋故里长沙市望城区，区人

武部开办的“雷锋大讲堂”经常座无虚

席。“雷锋大讲堂”是一个开放式教育

课堂，邀请军地专家、优秀退役军人、

雷 锋 生 前 战 友 等 担 任 主 讲 嘉 宾 。 自

2021 年以来，该区人武部结合新兵役

前教育、军营开放活动、民兵点验集训

等时机常态举行，截至目前已开展学

习教育活动 150 余场次。如今，“雷锋

家乡学雷锋”“像雷锋那样当兵”正成

为望城的一张新名片。

线下课堂亮点纷呈，线上微课同

样精彩。近期，湘潭市韶山女子民兵

宣讲队结合当地红色资源，打造的红

色景点、红色人物、红色故事、红色文

物、红色传承“五红”系列网络微课持

续火热，一个多月，已有多期阅读量超

过“10 万+”。记者点开视频，身着迷

彩服的女民兵们漫步红色场馆，依托

一件件革命文物，通过讲解、演绎等多

种形式，深情讲述其背后波澜壮阔的

红色历史和感人故事。据悉，“五红”

网络微课因其灵活的教育方式，已成

为军地开展自我教育的重要载体。

精心打造教育课堂—

让红色历史既“讲得透”更“记得住”

湖南省长沙市军地

联合举办第七届“爱我国

防”主题演讲比赛。

李亮亮摄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

区人武部邀请参战老兵为所

属人员讲述战斗故事。

蔡 娟摄

湖南省永州军分区组

织入伍新兵与学生代表走进

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坚

定新兵建功军营信念。

徐 红摄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

雷锋特色民兵分队民兵帮助

果农管护草莓促增收。

易 歆摄

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女

子民兵宣讲队队员向群众宣

讲雷锋精神。 谢利民摄

湖南省岳阳军分区组

织民兵分队开展防汛抗洪训

练，锤炼应急救援能力。

黎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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