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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也高度重视。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

色的先进文化, 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

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领导人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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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山县是革命老区,许多仁人志士为革命上下求索,发奋图强,不怕牺牲,留下

了许多红色教育革命遗迹。为了讲好方山红色故事,传承红色文化根脉,通过对方山县红色文化资源利用

价值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促进方山县红色文化资源有效利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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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in our country,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ls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ural undertakings. Red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ellen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advanced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eated jointly by the CPC, advanced 

elements and the people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years, which contains rich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and inheriting red culture. National leaders emphasized the need to make 

good use of red resources, promote red traditions, and inherit red genes. Fangshan County is a revolutionary 

old area, where many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strive for revolution, work hard, and are not afraid of sacrifice, 

leaving behind many relics of red education revolution. In order to tell the red story of Fangshan well and 

inherit the roots of red cultur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utilization value of Fangshan County'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further explore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Fangshan County'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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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资源,一直以来都受到党

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领导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2]。红色文化不仅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凝聚和积

累,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方

山县是革命老区,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一方水土,拥有非常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好这个得天独厚的资

源,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3],教育和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

树立正确的三观,努力践行“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前赴后继,不

怕牺牲”的方山精神,为全面振兴方山经济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1 方山县红色文化资源基本情况 

方山县作为晋绥边区组成部分,在抗战时期留下了许多革

命故事和闪光足迹。有抗日战争时期贺龙同志亲自创建的“贺

龙中学”、“贺龙子弟小学”,它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建立

新中国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人才；有为了民族复兴,不畏强敌、

视死如归的革命先驱张叔平；有抗日英烈温元清、巴尚珍、唐

汉周等一大批革命英雄人物；有离岚公路抗日纪实、马坊赤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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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群众救援护送“四八”烈士纪实等；从红色旅游资源来看,

有护送多位共产党的领导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顺利到达延安的

鸦儿崖红色走廊、方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积翠代坡)、离东抗日

民主政府(北武当鸦儿崖)旧址和离东军民在抗击日寇中发生的

几场战役遗址、烽火台以及吕梁军区国际和平医院(南村)遗址、

方山县烈士塔等；有刘少奇、彭德怀、陈毅、华国锋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方山县留下的光辉足迹。 

 

图1  离东武装的红色交通线 

2 方山县红色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 

方山县红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种类涵盖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红色文化资源品质优质,具有地域性、丰富

性等特点。 

2.1地域性 

方山县红色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与丰富的价值资

源,就离东县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来看,离东县抗日民

主政府旧址所在地北武当镇鸦儿崖及周边阳湾、庙底、下昔村

的红色文化传承依托红色旅游,与自然生态旅游互补共存。鸦儿

崖地形地貌独特,从低中峡谷到骨脊山,从天然牧场(匈奴人刘

渊在南村左国城建都时期放牧的地方)到高山雪地,生物物种多

样,生态旅游资源丰富。而离东红色文化资源大多分布在生态旅

游景区内部和周边,通过以“绿”吸引游客,以“红”留住游客

的方式 ,实现“红”、“绿”相结合的互补格局。 

2.2丰富性   

方山县红色文化的内容丰富,留下很多物质遗存和不朽精

神。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数不胜数。抗日战争时期,方山县离东

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明确了革命的方向,组织和发动

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抗日战争革命运动,壮大了离东游击队,大力

支持并配合中共晋西区党委、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组织的抗

日战争。同时,有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等多位中央首长在离东

游击队和民兵的护送下,经鸦儿崖红色走廊安全到达延安,陈毅

在此途中还写下了《过骨脊岭》和《过吕梁山》两首诗词。因

此说,方山县的红色文化具有丰富性。 

3 方山县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价值 

3.1丰富文化建设内容 

通过对方山县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能够大幅提升干部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国家领导人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始终从中华

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家战略

资源的高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

的角度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4]。因此,红色资源的挖掘,既是

一项经济工程,更是文化工程,政治工程,是一项利国利民的

重大举措。 

3.2完善思想教育体系 

2019年3月18日,国家领导人在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5]。随着我国对思想政

治教育越来越重视,特别是要按照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八个相

统一”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将

方山县红色文化中的思想教育资源与思想教育进行有效结合,

增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也可将方山县红色文化教

育纳入到党员干部教育当中,把方山县红色文化与之进行有

效结合,这样更能激励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

方向和道路。 

3.3加速旅游业发展 

红色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红色旅游也是我国独具特色

的旅游模式。2019年12月25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将方山县列为全

省“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而方山县还拥有众多的红色文化资

源,完全可以将红色旅游纳入到全县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体系当中,通过对方山县抗日战争纪念建筑和革命遗址进行整

体性的综合打造,重点突出红色旅游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

统教育,逐步让红色旅游成为文化旅游的主阵地,努力打造红色

旅游品牌,再以红色旅游品牌为龙头引领方山县的其他文化旅

游资源综合发展,如北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于成龙廉政文化园的

廉政文化,张家塔民居的民俗文化,左国城的古城遗址文化,横

泉水库、梅洞沟、南阳沟的生态文化等,从而形成集教、游、玩、

吃、住、行为一体的县域综合体验生态文化旅游强县,这样在拉

动县域经济的同时,增加群众收入,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和推动乡村振兴建设,打造山清水秀、文化厚重、人民幸福安康

的美好生活意义深远。 

4 方山县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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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认识不到位 

对红色文化资源重要性认识不足,开发利用力度不够。县委

县政府出台开发利用相关文件,相关部门也围绕红色文化资源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有很大的潜

力空间。目前红色教育基地中简单罗列历史事件比较多,精神内

涵探索比较少,对历史经验的深挖掘与新拓展需要进一步加强。

如何讲好红色故事,体现红色智慧,弘扬红色精神,传播红色价

值,把红色基因根植于党员干部的灵魂深处,还需要继续探索。 

4.2宣传力度不大 

方山县红色文化资源多数较为偏僻,致使交通不便,再加上

资金投入少,还有对红色遗址遗迹保护利用不够,对红色资源宣

传推介的力度不大、渠道不多,红色资源的影响力有待提升。 

4.3专业人员不足 

从事红色文化挖掘等相关工作的人员少之又少且大部分是

民间组织,无专业机构和专职人员,更无科研人员。大部分革命

遗址均没有修缮,更没有标牌标识,利用效果不明显。 

5 方山县红色文化资源有效利用实施策略 

5.1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保护 

引进专业人才加强对方山县红色文化的挖掘与保护,还应

当投入专项资金,最好成立一个“方山县红色文化研究会”整体

对方山县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开展

红色文化资源深度调查,建立数据库,全面梳理方山县红色文化

遗产,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红色遗产要重点保护和修缮,

确保其原貌得以传承。 

5.2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播与推广 

要想提高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可以将红色文化教育与社会

实践进行有效结合,加强与党政机关、红色旅游景区以及老一辈

亲历者的合作。方山县拥有不少85岁以上健在的老人,他们是宝

贵的“口传历史”者。还应当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力

量,大力宣传方山红色故事,以多种形式渗透红色精神。 

5.3加强领导,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县委县政府在红色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起主体

作用。首先,在开发红色资源过程中,一定要从全县发展的大局

出发,把红色资源置于整体格局中予以考虑,否则挖掘红色资源

的实际效果将十分有限。其次,应出台相关文件,提供相应的政

策保障。 

总之,方山县要将弘扬、传承与创新统筹于方山县红色文化

资源开发利用全过程,要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价值有清醒的

理解和认识,要更加重视对方山县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

推广宣传,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让在方山这片热土上,革命先

辈们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得

以继承和发扬,让方山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创新,取得

新的更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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