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红色元素融入市民的生活

□黄春华

中山是党史资源大市。大革命时期，中山出过杨殷、杨匏安等革命先驱以及一批农民运

动领袖；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威名远播的珠江纵队就在中山的五桂山成立，中山是中共领导

下的珠江三角洲游击抗日的指挥中心；改革开放后，中山有中国第一家与外资合作的企业中

山温泉宾馆，有率先自觉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板芙里溪村，也有一批富有特色的专业镇。

目前，中山的红色资源中，除了南朗翠亨的杨殷故居、五桂山的古氏宗祠得到了较好的利用

外，其他大多数还处于“养在深闺”的状态。

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让更多像“杨殷故居”的革命遗址、党

史教育基地充分发挥宣传、育人作用，激励全市人民不忘初心，奋力前行。但红色资源的利

用要结合大众的需求，让红色历史走进市民的生活，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最佳效果。

一、从市民生活入手切入红色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要获得更好的效果，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抓住与当前生活以及广大群众的切

身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人或事来切入，想方设法让党史走进千家万户。

例如，近年间短途自驾乡村游兴起，我们可以用红色旅游作为载体，把各个阶段的党史

事件巧妙地嵌进各条乡村游线路中，以达到寓教于游、寓教于乐的效果，出发点就是把红色

资源与绿色旅游结合起来，让市民和游客在走访这些村落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红色历

史的熏陶，汲取正能量和精神动力。

中山是缺乏名山大川且不带县的地级市，但是，有很多生态保护得不错且具有深厚红色

历史底蕴的乡村。2016 年，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中山市第一本将党史红色资源

与绿色生态、村落民俗等旅游元素相结合的实用型旅游书籍，结合中山的全民修身战略，让

人们在红色生态休闲游中身与心同修，这也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提出的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有效途径。再加上中山市许多革命老区由于过去地理位置偏僻、

交通不便等，目前经济上仍处于后发状态，掀起“红+绿”旅游的热潮，可带动经济后发老

区的第三产业发展。

《中山红色旅游》以重走红色史迹为主线，用图文并茂的生动形式，以普通游客的独特

视角，设计出一系列好看、好玩、好吃，兼具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底蕴的旅游线路，介绍了

这些线路中所包含的红色遗迹、历史故事、建筑风景、美食佳肴等。在编撰出版过程中，中

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牵头联合市旅游局、中山日报社两家单位，组成了专家团队，以精品工程

的要求，不辞劳苦走村过岭实地采写和拍摄，还动用直升飞机、无人飞机等航拍工具，力求

精益求精。书中共策划红色旅游线路 13 条，每条线路均配画了时尚的手绘地图。这些线路

中，从东部的火炬区原味村落线到西部的红色隆都线，从南部的板芙三乡线、坦洲神湾线到

北部的阜港南三线、小榄古镇线等，覆盖全市数十个秀美村庄。其中，还有各具特色的线路，

如南朗滨海线、崖口翠亨石门名人故里线、五桂茂林山景线、山村秀色线、湖光山色线、登

高入林线等，适合各类不同风格的游者，更适合双休日的家庭亲子游。这些线路，都是中山

市委党史研究室踩点设计的。

2016 年 4 月 23 日，《中山红色旅游》一书于“世界读书日”当天举行首发式。此后，

该书成为中山乡村游的“一本便览”。市旅游局在官方微信上也大力度、高密度地进行了近

半年的推介。2018 年，中山市直属机关工委把其中几条精选线路向各直属机关党支部推介。

此外，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推出“红色史迹，绿色生态——游走在历史与山水村落间”的党

史宣讲活动，通过到基层讲课的形式展示中山的党史与文化资源，呼吁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积极参与“修身、长知识、强体养生”活动。就这样，党史宣传以亲切、贴心的形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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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市民的假日生活，走进了亲子乐活动。

二、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紧盯年轻人群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育人是党史工作的重要一环，这要求红色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必须充分考虑青少年的特点

来开展，让党史宣传走进年轻人的心灵。

中山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有许多革命遗址。要让青少年了解这些遗址的历史，首先要做

好宣传工作，但这宣传必须要结合青少年的心理规律、爱好兴趣。

从 2014 年起，《中山党史》期刊已通过进入每个班级图书角的办法全覆盖中山市所有普

通高中学生。在风格、选材和内容上，《中山党史》避免空洞的说教，主打历史事件和人物

研究；在封面的设计上，以清新的风格，赢得年轻一族在第一观感上的认同。每一期，《中

山党史》让青少年在鲜活生动、喜闻乐见的文章阅读中，充实党史、国史知识，增进爱党、

爱国情怀,让他们更加热爱这片土地，热爱曾经为这片土地而奋斗的人民大众和英雄先烈。

例如，对于小学生，根据其阅读重兴趣重观感的特点，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了校园

辅导读物《烽火岁月——嘉明与瑶瑶的中山红色之旅》，用少年儿童的游记形式，用孩子们

的感知习惯，把发生在中山的抗日战斗、革命遗址、英雄人物等党史教育素材收录串连起来，

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地表述出来，让孩子们读起来有趣有益、入心入脑，很受孩子们欢迎。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我们要关心和爱护青年，通过

红色教育让新一代从小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三、讲好本土故事 走进千家万户

要加强红色教育的效果，增加与受众的接近性是较好的方法。接近性包括地理上的接近

和心理上的接近两种。

因此，利用红色资源进行宣传教育，可结合市民的家乡情结、关注本土等特点更有效地

开展活动。例如，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在策划 2015 年全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时，

就与电台携手推出了一档节目《寻访中山抗战足迹》，每天讲述一个村庄的抗战故事和那里

的抗战英雄人物，同时介绍那里的风土人情、自然风物，节目一播出就大受欢迎，每天有大

批拥趸准时收听，许多听众还致电电台补充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由于讲的是本土的故事，

特别是讲到自己的家乡时，听众更加留心，因而记得特别牢固。由于注重接近性，中山市委

党史研究室推出的宣传产品都能够走进大众、深入人心。

中山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中山书写了许多辉煌

的篇章：在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公开报道的第一个勤劳致富的万元户就诞生在中山小榄；全

国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山温泉宾馆在中山三乡落户，从而揭开了中国引进外资的序

幕；1983 年中山建成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大型游乐园——长江乐园。由昔日的一个农业县，

中山在改革开放后短短几年间迅速发展成为被称为 “广东四小虎”之一的新兴城市，参与

引领改革开放的浪潮。1984 年 1 月，邓小平视察广东，在中山三乡温泉宾馆后面的罗三妹

山上，意味深长地说出了“不走回头路”的世纪强音，声震中外，澄清了当时人们思想认识

上的混乱，向世界表明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中

山组建了由 10 余家市属企业组成的“中山舰队”，推动市属工业向规模经济发展，形成了一

批如威力（洗衣机）等全国知名品牌，创造了广东乃至全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传奇。如今，中

山已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创下了几十项全国第一，成为既适宜居住，又

适宜创业、创新的一个美丽新城。这些都是中山的红色资源，要用好这些资源，让市民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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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辉煌的重温与回顾中满怀信心，继续奋进，再造新的辉煌。

为此，2016 年 12 月开始到 2018 年，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中山电台 FM88.8 频道再度

携手推出“一座城记”之中山改革开放实录专栏，每周一集，通过一系列市民记忆犹新的故

事，讲述中山在改革开放近 40 年间的巨大变化，把中山党史“改革开放实录”的研究成果

转化成市民喜爱的通俗化节目。

四、以新手段激活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

要用活红色资源，还需要与时俱进地采用各种新手段、新技术去进行宣传，让一个个革

命遗址的历史家喻户晓。这包括借助新媒体平台，如微信、app手机应用软件、网站等。

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近年间注重将党史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例如，从 2018
年开始，“中山党史”微信公众号推出“见证”栏目，通过活泼的文字和大量新旧图片的对

比，展现中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巨大成就。许多微信内容被微信

大号纷纷转发，阅读量达数千次，传播效果大增。

线下活动也是重要的手段。如从 2014 年 9 月 3 日开始，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全市开

展了一个历时 4 个多月的“战地黄花分外香”抗战老区新貌摄影比赛。活动中，党史传播从

以往的“要你学”转变到“我要学”的喜人局面，许多摄影爱好者主动上“中山党史信息网”，

对各个镇区的红色革命遗址情况、光荣的抗战历史进行深入了解。每逢周末，影友们带上家

人，特别是孩子，来到当年的战场、中共游击队驻地，以及秘密交通点、活动点、油印点等，

既是创作，又是踏青，更是一次爱国主义的红色教育。无论是藏于深山中的南番中顺游击区

指挥部旧址，还是隐于寻常巷陌间的沙溪镇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抑或在一家幼儿园内、很

不起眼的广东抗日青年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旧址，影友们都有涉足，可见，主动学习的效果

是最佳的，最能入心。家长在现场的讲述，比工作人员开班讲课强百倍。在 2015 年，中山

市委党史研究室举办了一次纪念全国抗战胜利 70 周年文学创作大赛，事前，“中山党史信息

网”提供丰富的中山抗战历史的资料素材，编辑成栏目，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广大的文

学爱好者根据史实，用诗歌、小说、纪实文学、散文等形式来进行创作，弘扬抗战精神，讴

歌抗日英雄。征文活动十分成功，收到了近千篇来稿。从作品中可看出，每位作者在写作前

都对中山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珠江纵

队（及其前身）是当年珠江三角洲抗日的中流砥柱。

让红色资源融入市民的生活，才能引发心灵的共鸣，才能达到更好的传承发扬效果。

（作者系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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