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评论部责编 主编:李秀翔 编辑:甘日栋 美编:许长江 值班电话:0771-569010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周年

2021年6月29日 星期二

15理论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

命 、 建 设 和 改 革 不 同 时 期 所 形 成 的 物 质

遗 迹 与 精 神 文 化 的 总 称 。 它 记 录 着 党 的

百 年 奋 斗 历 程 ， 折 射 出 党 的 性 质 与 宗

旨 ， 彰 显 了 党 的 初 心 与 使 命 ， 具 有 历 史

的 鲜 活 性 与 现 实 的 生 动 性 。 4 月 25 日 ，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强调：“广西红

色 资 源 丰 富 ， 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中 要 用 好

这 些 红 色 资 源 ， 做 到 学 史 增 信 。 学 史 增

信 ， 就 是 要 增 强 信 仰 、 信 念 、 信 心 ， 这

是 我 们 战 胜 一 切 强 敌 、 克 服 一 切 困 难 、

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广西不

仅 是 百 色 起 义 、 龙 州 起 义 及 湘 江 战 役 等

历 史 的 发 生 地 ， 还 有 桂 林 抗 战 文 化 城 、

八 路 军 驻 桂 林 办 事 处 等 遗 迹 留 存 。 广 西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承 载 党 在 广 西 的 奋 斗 历

程 ， 用 好 用 活 这 些 资 源 ， 有 利 于 增 强 新

时 代 党 员 干 部 群 众 对 党 的 事 业 的 信 仰 、

信 念 、 信 心 ， 凝 心 聚 力 建 设 新 时 代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

一、用好红色资源是增强
信仰、信念、信心的内在要求

红色 资 源 既 有 物 质 形 态 ， 也 有 精 神

文 化 的 意 涵 ， 是 党 史 的 见 证 。 一 件 件 珍

贵 的 文 物 、 一 处 处 革 命 旧 址 、 一 个 个 鲜

活 的 故 事 在 无 声 地 述 说 着 党 的 奋 斗 历

程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参 观 位 于 桂 林 全 州

的 红 军 长 征 湘 江 战 役 纪 念 园 时 指 出 ， 红

军 将 士 视 死 如 归 、 向 死 而 生 、 一 往 无

前 、 敢 于 压 倒 一 切 困 难 而 不 被 任 何 困 难

所 压 倒 的 崇 高 精 神 ， 永 远 值 得 我 们 铭 记

和 发 扬 。 在 实 现 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的

新 长 征 路 上 ， 我 们 要 抱 定 必 胜 信 念 ， 勇

于 战 胜 来 自 国 内 外 的 各 种 重 大 风 险 挑

战 ， 朝 着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目 标

奋 勇 前 进 。 利 用 身 边 的 红 色 资 源 ， 开 展

理 想 信 念 教 育 ， 教 育 引 导 党 员 干 部 强 化

初 心 使 命 意 识 ， 感 悟 共 产 党 人 的 信 仰 魅

力 ， 有 利 于 增 强 对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二、用好红色资源是抵制历史
虚无主义的利器

近年来，各种形形色色的否定中国共产

党、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层出不

穷，更有甚者，打着“解密”“揭秘”等幌

子，肆意曲解历史的本真。旗帜鲜明反对历

史虚无主义，需要用真凭实据予以坚决抵制

反驳。激活广西各地的红色资源，有利于对

历史的立体把握，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提供

了有力武器。利用红色资源就是要将人们重

新拉回到那个历史年代中，在同一时空中与

党史人物对话，以实现心灵上的交流。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看着一幅幅图片、一

件件实物、一封封电报、一个个故事，我的

思想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

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

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

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

量。”正能量多了，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就能更有底气、更有力量。

三、用好红色资源是树立正确
党史观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要“用好党

的红色资源，让干部群众切身感受艰辛历程、

巨大变化、辉煌成就”。广西应充分利用百色起

义纪念馆、龙州起义纪念馆、湘江战役纪念

园、桂林抗战文化城、邓颖超纪念馆、李向群

纪念馆、中共梧州地委、广西特委旧址等富有

本地特点的历史文化资源，提炼出不同的红色

主题，挖掘好其中的文化内涵，规划学习路

线，让红色资源中的精神内涵真正入心入脑，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党史观，

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四、用好红色资源的基础
在于保护好红色文化遗址

红色资源具有历史性、不可复制性。

因此，红色资源的利用首要在于保护。从

总体上看，广西著名红色资源利用和保护

较好，但还有一些红色资源尚未引起足够

的重视，还没有真正实现全覆盖保护。同

时，部分红色资源场馆虽然已建立起来，

但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场馆未能从参

观者、体验者的角度设计布展内容，导致

参观教育效果不佳。各地要在对当地红色

资源进行全面摸排的基础上，做好规划、

设计、修缮工作，重点挖掘红色文化的精

神内涵，讲好红色故事。此外，要从科学

利用的角度出发，合理设计，精心布局，

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度体验红色文化、

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五、用好红色资源的关键
在于培养好红色教育人才

用好红色资源应加强对红色教育专业

人才的培养。没有高素质的红色教育人才，

就难以真正实现党史学习教育效果的提升。

广西的红色旅游、红色研学等项目日臻成

熟，但党史教育缺乏专业人才也是不争的事

实。许多一线党史宣传人员大多是非专业出

身或“半路出家”，只能勉强完成基本的讲

解任务，很难深入浅出、形成专业讲授，学

习效果不理想。因此，利用好红色资源的关

键就在于培养红色教育人才，这不仅需要政

府部门做好统筹设计，加大培育力度，建立

长效机制，还需要整合党史专家、地方党史

工作者、讲解员、导游等多方群体，提升一

线党史宣传教育工作者的素养，真正把握红

色资源的精髓，提高传道解惑能力。如此，

才能有助于参观学习者产生内心认同的强烈

共鸣，进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六、用好红色资源的根本
在于建立长效学习教育机制

利用好红色资源，需要建立长效学习

教育机制，长抓不懈、久久为功，让广大

干部群众在“润物细无声”中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和红色文化熏陶。一方面，建立长

效学习机制。依托红色资源，合理制定学

习纲要、设计学习路线，在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中营造学党史的浓厚氛

围 。 另 一 方 面 ， 创 新 学 习 方 式 。 采 用 线

上+线下、理论+现场、体验参与等不同学

习模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身边红色资

源出发，多学党史、中国革命史、新中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自 觉 接 受 红 色 传 统 教

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

想信念，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

七、用好红色资源的重点
在于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

从总体上看，目前红色资源利用还缺

乏足够畅通有效的传播载体，并且参观红

色遗址 、 场 馆 等 的 ， 多 为 单 位 组 织 ， 个

体 参 观 者 较 少 。 因 此 ， 要 扩 大 受 众 范

围 ， 就 需 各 地 进 一 步 挖 掘 好 、 研 究 好 、

宣 传 好 、 组 织 好 相 关 红 色 纪 念 活 动 ，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 参 与 和 体 验 。 一 方 面 ， 通

过 广 泛 收 集 红 色 资 源 材 料 ， 多 维 展 现 历

史 ， 还 原 历 史 现 场 ， 让 参 观 者 深 刻 感 悟

红 色 文 化 精 神 。 尤 其 要 善 于 利 用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 重 现 党 史 中 的 各 个 重 要

历 史 节 点 ， 让 今 天 的 中 国 人 能 身 临 其 境

体 验 当 年 革 命 者 、 建 设 者 和 改 革 者 的 心

路 历 程 与 奋 斗 过 程 ， 进 而 将 红 色 精 神 转

化 为 自 觉 行 动 力 ， 促 进 学 史 力 行 。 另 一

方 面 ， 利 用 “ 互 联 网 + 红 色 资 源 ” 的 形

式 ， 采 用 纪 录 片 、 直 播 、 开 辟 经 典 红 色

旅 游 线 路 、 推 进 社 区 红 色 资 源 传 播 等 方

式 和 手 段 ， 把 红 色 资 源 嵌 入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的 日 常 生 活 中 。 采 用 小 说 、 文 艺 创

作 、 舞 台 表 演 等 艺 术 手 段 ， 呈 现 红 色 资

源 的 本 质 内 涵 与 精 神 实 质 ， 创 造 更 接地

气、更符合现代观众欣赏观念和审美要求

的文化作品，真正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

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区域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

打开历史搜索记录，遍布于全国各地

的红色资源，如同一个个“红色地标”，串

联起党的百年征途，承载着深刻的红色记

忆，沉淀着坚定的红色基因，跳动着不变

的红色初心，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

就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精神

之基、精神之宝。

翻开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从温暖无

数人的“半条被子”，到忍饥挨饿留下的

“半截皮带”，从“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

陈 望 道 ， 到 “ 断 肠 明 志 ” 的 陈 树 湘 ……

习近平总书记讲述的红色故事，传递着信

仰的光辉、精神的力量，阐释着红色资源

对今天的启迪、对未来的昭示。正如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就 用 好 红 色 资

源、赓续红色血脉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

习时指出的，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

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知 其 所 来 ， 方 明 所 往 。 用 好 红 色 资

源 、 赓 续 红 色 血 脉 ， 不 是 简 单 地 追 溯 过

往，而是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标注精

神的归宿、初心的原点，留住红色之根，

守住历史之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调研时多次到访革命纪

念地，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反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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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革命事业薪火

相传、血脉永续。其情之真，其意之切，

给我们留下最深的感动、最深的教益。

走进历史的深处，回望荡气回肠的革

命往事，感受神州大地翻天覆地的发展变

化，我们更能直观、更为深刻地感受到，革命、建设、改

革时期，正是因为有了“一切都交给党”的方志敏、“拼命

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等许许多多的时代先锋、民族

脊梁，我们党才赢得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把“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刻印在红色资源中、写进百年党史里，刻出

了精彩、写出了荣光，让幸福更超值，让梦想更伟大。

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把历史、现在、未来更好

地贯通起来，让历史转化为课程，让史料转化为教材，让

现场转化为课堂，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是鼓舞

斗志、明确方向所需，是坚定信念、凝聚力量所需，是启

迪智慧、砥砺品格所需。只有从党的红色历史中汲取养

分，锤炼心力，补足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魂，真正懂得

党的初心和使命之可贵，理解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之重

要，才能确保党的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这是

我们追梦路上努力奔跑的骨气和底气。

红色资源是红色基因的“储存库”，更是不可再生的

“活化石”，我们必须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

用好。要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贯通起来，使红色资源有故事、有细节、见精神，让红

色血脉更贲张，用无坚不摧的红色能量，激励我们跨越新

时代的“雪山”“草地”、征服新征程的“娄山关”“腊子

口”，奋力书写赓续红色血脉的新传奇。

1934 年 10 月 ， 第 五 次 反 “ 围

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

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退出

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性转移，从

而 开 始 了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的 战 略 远

征。据统计，包括红一、二、四方

面 军 及 红 二 十 五 军 在 内 的 红 军 长

征，行程总计约为 6.5 万多里，纵横

14个省，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

约 40 座 高 山 险 峰 （其 中 海 拔 超 过

4000 米的有 20 余座，有 5 座终年积

雪），经过了 10 多个少数民族地区，

经历了世所罕见的自然艰险。而在各

种复杂险恶的自然环境中，过草地

成为红军所遭遇的最大的艰难险阻。

红军所过的草地位于今天青藏

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段的川西北松

潘大草地，包括现在的松潘草地、

红原草地和若尔盖草地。这片草地

纵横几百公里，海拔在 3000 至 4000

米以上，气候寒冷，沼泽遍布，自

然环境极其恶劣。1935 年 8 月红军

长征来到这里之前，这里几乎人迹

罕见，亦无鸟兽出入，可谓“生命

的禁区”。因此，蒋介石判断红军不

敢横跨草地，故未在草地以北布重

兵 。 也 正 因 为 如 此 ， 中 共 中 央 和

毛 泽东毅然决定走敌人认为我们不

敢走的路，避开敌人重兵围堵的防

区，穿越草地，北上抗日。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正值草地

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

加湿软。红军在上面行走，须脚踏

草丛根部，沿着草甸前进，否则稍

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

除了行路难，宿营也难。到了

夜晚，战士们只能寻找干一点的地

方休息，如果找不到，就只能在泥

泞潮湿的草甸上露宿。松潘草地气

候变化无常，昼夜温差极大，很多

战士在睡梦中被冻死。

但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红

军将士最大的威胁。尽管在进草地

之前，中央和各军指挥部已经认识

到过草地所要面临的危险和粮食的

重要性，要求战士们尽最大努力筹

集 粮 食 ， 尽 可 能 多 地 携 带 各 种 食

物，尽量减少坐骑，腾出马匹、牦

牛，宰杀后做成肉干肉末，以备食

用；背粮的米袋如果不够用，就用

被单或衣衫去背。但由于红军所在

的 藏 区 本 来 就 人 口 稀 少 ， 产 粮 不

多，数万大军在此驻留许久并数次

往返，粮食消耗很大，筹粮工作非

常困难。因此，刚进入草地时，每

人 每 天 还 有 一 些 肉 干 和 三 两 青 稞

面，但很快部队就陷入断粮的绝境。

为了能够走出草地，红军官兵

们想尽各种办法。可以说，只要能

吃的东西都吃过。有的战士饿得没

有办法，就从人畜的粪便中寻找没

有 消 化 的 青 稞 麦 ， 一 粒 一 粒 挑 出

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

食物极度缺乏之时，草地里的野

菜、草根、树皮等成了红军战士最为

重要的充饥之物。老红军文炳清回

忆：“我们在草地上行军 70多天，一

路上都吃野菜。起初，每人每天还能

吃四两肉松，或几两粮食，最末一个

星期，肉松、干粮、盐巴都没有了，

全靠吃野菜度日。”红二方面军总指

挥贺龙回忆他们过草地时的情形，因

为红二方面军走在最后头，前面的部

队已经把能吃的东西和筹集的粮食都

吃得差不多了，所以红二方面军吃的

野草最多，有 30 多种，能记起的有

车前草、冬寒菜、人参果、脚鸡苔、

黄花菜、水芹菜等 16种。

还有人回忆，好点的野菜，比

如灰灰菜、牛耳朵大黄已被先头红

军吃尽，走在后面的二七九团只能

吃茅草根、芦苇根，喝盐巴水。于

东在 《草地上的最后脚印》 一文中

写道：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大

家只好据其特征临时命名，有的则

是看谁先采到或采得多，就以该战

士之名叫“小李菜”“大赵菜”。

红军战士在遍尝野菜后苦中作

乐，根据味道的不同，排出了名列

前 10 名 的 野 菜 ， 而 其 中 像 大 黄 叶

子、籽籽菜这类植物，据说是用来

制 作 烟 叶 的 材 料 ， 居 然 也 名 列 其

中，战士饥饿之苦，可见一斑。

然而，味苦难食还算其次，吃

野菜也是有风险的，有时甚至是生

命危险。三过草地的女红军莱玲讲

述长征路上卫生营的战士饿得饥不

择食，见到野菜就采，食物中毒时

有发生。为此，营党委提出党员先

品尝，明确一个党小组品尝一种野

菜，试吃后作为标本下发部队。某

连队副指导员带头试吃，中毒后倒

下，竟再没爬起来。

朱德总司令在听说有不少同志

吃了野菜中毒牺牲的事情后，立即亲

自带领 10 多名炊事员、饲养员、警

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 60 多

种野菜标本，回到驻地后又请医生

化验。接着，部队还举办了“野菜

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这

些奇形怪状的食物，学习辨别什么

样的野菜能吃，什么样的不能吃。

朱德亲自拿着标本给大家讲解：“挖

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

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

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

渡过难关，走出草地！”

红军将士吃野菜充饥救命的种

种 记 录 和 回 忆 令 我 们 今 人 感 慨 不

已 。 难 得 的 是 ， 80 多 年 前 的 这 种

“救命的野草”在今天并未完全绝

迹。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

便保存有两株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

时的野菜标本。这两株野菜长约 4.5

厘米，已经干枯，是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

七四团干事刘毅过草地时在葛曲河

畔采集并保存下来的。

这是一种开着黄花的小草，战

士们当年给它取名叫“黄花草”。这

种“黄花草”本来是有毒的，但经

过反复烧煮后毒性可以减弱，食用

后 会 出 现 胃 胀 、 拉 绿 水 、 手 脚 发

肿、浑身无力的现象，但没有生命

危险。所以红军过草地时，可以用

它充饥。1936 年 7 月 1 日，刘毅随部

队到达葛曲河畔。那天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5 周年纪念日，开完庆祝会

后，刘毅和几个战友一起采了黄花

草充饥，并特意留下一些放在随身

携带的小盒中保存，带出草地。西

安事变后，刘毅到陕西三原中学做

宣传工作时，用这盒黄花草向师生

们讲述了红军长征中的故事，并让

大家品尝，亲身感受红军长征中的

艰苦生活。之后他把最后留下的两

株夹在日记本中做成标本，精心保

存，并给它取名叫“长征草”。

1975 年 10 月，刘毅参观了中国

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红军长征

胜利 40 周年纪念展览”后百感

交集。 为 了 更 好 地 激 励 后 人 ， 缅

怀 红 军 的 长 征 精 神 ， 刘 毅 将 保 存

了 40 年 的 “ 长 征 草 ” 捐 献 给 中 国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 。 这 两 株 “ 干 枯

脆 弱 ” 的 野 菜 标 本 在 今 天 的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一 直 完 好 地 保 存 着 ，

成 为 红 军 长 征 艰 苦 磨 难 非 常 珍 稀

难得的见证物。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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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红色资源 做到学史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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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80 多年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

农红军历时两年，纵横中国 10余省，跨

越万水千山，最终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胜利走完长征路。这次长征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沿途各族人民群众

共同谱写的一曲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

义凯歌。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反动派的

图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

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长征途中，除

了面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

红军将士还需面对另外一种可能更为残

酷的斗争，即战胜极端恶劣的自然环

境，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

的严峻考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两

件特殊的长征时期的“食物”——黄花

草，生动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辛历程和

伟大精神。

■编后语

文物，是光阴的沉淀，是历史

的活化石，它以物质的形态封存鲜

活的精神，对抗遗忘，是一个民族

和国家的巨大精神财富。正如习近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文 物 承 载 灿 烂 文

明 ， 传 承 历 史 文 化 ， 维 系 民 族 精

神 ， 是 老 祖 宗 留 给 我 们 的 宝 贵 遗

产”。而革命文物因与屹立在世界

东方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血脉关

联，故而尤为重要。红色文物，就

是中国共产党的记忆，新中国的记

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本报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广西

人民出版社在理论版“学史增信”专

题中联合推出了五期红色文物中党的

成长故事，旨在引导、期盼读者们通

过这些故事，深刻“感受和触

摸”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

基因、革命 薪 火

代代传承。

红 军 不 怕 远 征 难
——长征中的两株黄花草

赵 锋

刘 毅 长 征 途

经葛曲河畔时采

集的黄花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