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大力弘扬红色文化，构建新时代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的提案

提案人 寇利红

问题：

1.目前我区对于红色文化传播仍然囿于图片展、文字性宣传

资料等传统陈旧方式，对红色文化的宣传缺乏生动性和感染力，

纪念馆展陈手段单一，人们所接受和吸纳的程度有限。

2.在开发与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程度不深，影响力不够。由于

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红色文化资源大多分布在史家营、霞云岭、

十渡等西部深山区，这些地区由于道路、交通、停车场以及配套

设施的不完善，致使一些红色资源挖掘得不深入、运用的不充分。

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中，山区与平原在红色文化资源挖掘

整理、保护利用、发展投入等方面重视程度不同。良乡在北平和

平解放前夕，为新中国奠基和新北京各项事业顺利开展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而这方面红色资源挖掘力度还不够。

3.房山区与门头沟、河北省涞水、涿州等革命老区地域相联，

历史上这些地区的革命活动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受目前属地管

理、行政区划等因素影响，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不高，

一些优质红色文化资源、战事、革命者事迹没有得到充分发掘、

保护和利用，存在红色革命遗存收集不全、整理不到位、各行政

区域资源整合不足、衔接断档等问题。

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

色文化传承弘扬，并对用好红色资源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强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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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革命先烈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

何时候都不能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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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区进入了推进“一区一城”新房山高质量发展、实

现厚积薄发的关键时期。用红色文化凝聚人心、坚定信仰，从红

色文化中吸取精神力量，为新房山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就显得尤为

重要和紧迫。

为了更好地弘扬传承革命文化，就必须总结挖掘多年来弘扬

革命文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擦亮房山红色文化名片，这对于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把红色物质遗产和红色精神遗产有机结合起

来，构建新时代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一区一

城”新房山建设意义重大。

建议：

1.要深化研究，把房山区红色资源中蕴藏的精神富矿充分挖

掘出来。目前房山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旧址开放率低，革命

博物馆、纪念馆、纪念亭、革命抗战模范村也屈指可数，深度挖

掘方面力量不足，革命文物展示展陈载体建设还有待提升。建议

采取“上下结合”的规划方式，整合力量，打造红色遗址展陈的

新理念、新形式。聘请对我区红色历史有一定研究的专家、学者

参加，开展对我区红色历史的挖掘、整理、编写工作，定期召开

研讨会、成果交流会等，加强红色文化的研究和精神价值的提炼

升华，尤其是深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诞生地、马

安抗日模范村、老帽山六壮士、“红色粮仓”等红色故事的精神

内核的研究阐释，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

2.要用好载体，把红色物质遗产和红色精神遗产有机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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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运用现代手段，加强对纪念设施、遗址和遗迹的保护管理，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编写在

书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同时，面向社会收集不同时期的革命

文物，尽力恢复红色遗址的历史原貌。建议博物馆、纪念馆等红

色革命宣传基地，围绕“七一”“八一”、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庆

和纪念日，推出展览活动，增设宣誓活动、现场党课、红色文化

讲堂等内容，为全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提供有力支撑，让房山区

红色文化更有魅力、更具活力。

3.要全方位推介+互动，弘扬红色文化。借鉴全国红色文化

传播先进经验，在弘扬红色文化的过程中与教育互动，采取推介

+互动的方法。一是以区内各革命历史博物馆、遗址为单位，推

出“革命故事展演”活动，推动经典平西革命故事进校园、社区、

企业、机关和军营；积极参与“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

解员”等全国性系列实践体验活动，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

相传。二是利用区内区外多种媒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强化宣

传力度，如：在房山电视台开设《红色档案》栏目，让我区红色

文化更具感染力和影响力。依托霞云岭堂上村《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词曲创作地的优势，打造红色经典歌曲文化节，扩大

受众覆盖面。三是积极与河北涿州、涞水、易县、宝水、涿鹿、

高碑店、平山以及门头沟、石景山等区域加强合作，加大与周边

省、区联动互动，形成多城多地红色文化资源互联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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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力弘扬红色文化，构建新时代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委宣传部

一、品牌引领，高位打造霞云岭红色教育基地

一是完成“人民的心声 历史的旋律”主题展最后一轮修改，

展陈内容和形式通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核查，达到国家级水

平；创建纪念馆微信公众号，加入北京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融

媒体传播平台“京华丹心”，2022“红色七月”系列直播活动在

7 家网站总观看量为 65 万次；建设纪念馆线上预约系统，现已

正式上线运行，进一步提升了纪念馆的服务管理水平。二是修建

“红歌唱响的地方”“巨幅党旗”等红色地标，新增历史事件雕

塑、沿途大型标语等红色元素，重修王家台烈士陵园，完成上石

堡中共房良联合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展陈改造提升。2022

年 8 月试营业，目前已接待参观者 200 余人。三是搭建红色教育

“大本营”，改造原龙门台小学建成“霞云岭红色教育中心”，为

红色教育培训提供教学、研讨、会议、食宿等服务保障，可同时

容纳 100 名学员入住学习。截至 2022 年 3 月，霞云岭红色教育

基地生态环境、红色文化和红色教育中心建设已全部完成。四是

持续优化生态环境，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大幅提

升区域环境和基础服务设施水平。

二、多方联动，务实推进红色基课程研发

一是初步构建教育课程体系，依托区委党校科研师资力量，

初步完成涵盖周边 7 个乡镇 20 多个课程策划开发，可根据学习

培训时长灵活定制 1-5 天的课程线路，面向不同群体需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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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教育和规划管理服务。二是加强技能培训和业务指导，区委

宣传部、霞云岭乡党委协调对接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等培训主

体，安排处级干部轮训班、中青班等班次，于 2021 年 6 月份开

始试运行，为党校的党性教育培训、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主题党日

活动、青少年的研学实践等活动提供相关服务。三是具体化推进

教育培训落实，依托霞云岭红色教育中心举办房山区公务员科级

干部任职培训班、房山区宣传系统干部培训班等党员干部培训班

次，为全区党员干部提供学习培训服务。

三、高校共建，精准提升房山红色文化影响力

目前区委宣传部初步与首都师范大学宣传部达成三方面合

作意向。一是课程建设，首都师范大学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学院

师资力量，在助力霞云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创作

地和纪念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训中，借力高校资源优势，助推

课程体系构建与课程开发。二是师资力量，首都师范大学利用自

身教育资源优势，发挥师范专业和人才优势，助力与霞云岭红色

教育基地联合打造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基地，提供必要的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力量和助教保障。三是双向合作，霞云岭“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教育基地资源可为首都师范大学师生提

供思想教育、课题研究、论著研究、学生社会实践等相关红色教

育培训服务，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研究双向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