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

特
区
实
践
与
理
论    

二
〇
二
二
年   

第
六
期    P

R
A

C
TIC

E
   A

N
D

   TH
E

O
R

Y
   O

F   S
E

ZS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史学习教育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调研时必访当地革命遗

址，讲述发生在红色热土上的革命故事，反复强

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求是》杂

志 2021 年第 19 期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

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指出：“要充分用好红

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1]

红色资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

主要包括革命历史类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党史教育基地、“四史”教育基地、英模人物故

事足迹以及纪念场所等。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

口”，也具有悠久光荣的革命传统。[2] 因此，如

何充分用好特区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对

于广大党员树立正确党史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圳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状况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

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深圳红色资源丰富，现

有经各级文物部门核定公布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28 处，还有红色文化主题博物馆 7 家，可移动珍

贵革命文物 63 件套。[3] 近年来，深圳加大力度保

护利用红色资源，教育广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

坚定理想信念。

以红色教育实践基地为载体，作为红色资源

学习的生动教材。深圳依托各区红色资源，统筹

开发设立 35 个学习教育实践基地 [4] ，将其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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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拥有丰富红色资源。近年来，深圳加大力度

保护利用红色资源，创新多样互动学习形式，但在保护利用过程中面临红色资源集聚

效应有待进一步增强、宣传推介有待进一步创新、红色主题文创吸引力有待进一步提

升等挑战。深圳市南山区通过打造集群效应、创新宣传推介、打造红色 IP 等探索红色

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有效途径，为特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路径选择提供了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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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习的重要载体和生动教材，将“四史”

作为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的必选内容，

以及党员干部日常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这 35 个

学习教育实践基地主要包括：福田区 5 个——莲

花山公园邓小平铜像广场、深圳党史馆、深圳改

革开放展览馆、深圳市党群服务中心、深圳革命

烈士陵园；罗湖区 2 个——渔民村、深圳国际贸

易中心历史陈列馆；盐田区 1 个——中英街历史

博物馆；南山区 7 个——前海展览厅、前海石公

园、深圳人才公园、南山党建公园、南头古城、

南山博物馆、南水村史博物馆；宝安区 4 个——

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纪念教育基地展

览馆、宝安抗日纪念馆、洪田七烈士纪念碑园区、

绮云书室；龙岗区 4 个——山厦革命历史纪念馆、

南岭村致富思源展览馆、东江潮红色文化博物馆、

龙岗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龙华区 1 个——中国

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坪山区 2 个——“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馆、东江纵队纪念馆；

光明区 3 个——东宝中学、琬璧公家塾、白花洞

革命烈士纪念碑；大鹏新区 4 个——东江纵队司

令部旧址、袁庚旧居、沙鱼涌红色记忆陈列馆、

刘黑仔旧居；深汕合作区 2 个——赤石镇红四师纪

念馆、赤石镇大安峒革命烈士纪念墓园。

以线上应用程序为载体，充实红色资源利用

的虚拟空间。“学习强国”“深圳先锋”“深圳

智慧党建”“跟党走深圳党史学习教育地图”等

资源平台，通过 VR、8K、5G、AI 等前沿技术，

采用微视频、微场景、微相册等形式，组织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结合线上线下进行学习，用红色基

因赋能深圳。创新多样互动学习形式，实现党史

知识的生动呈现，使党史学习教育更具趣味性和

体验感。如在深圳智慧党建 APP 开发党史学习教

育云平台，设置党史学习教育数字体验馆、深视

频党建专区、党史学习教育新闻资讯三个版块，

通过前沿技术，广大党员群众能够便捷地通过电

脑、电视、手机等各种终端“身临其境”地参与

党史学习教育，构建起超高清、沉浸式、三屏融

合、全媒体覆盖的党史学习教育全新场景。其中，

线上党史学习教育数字体验馆通过将先进的虚拟

现实技术与高清数字内容相结合，将党史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素材、珍贵红色藏品进行 1:1 的虚拟

化再造和多媒体呈现，使广大党员群众生动轻松

地学习身边的红色故事。“跟党走”地图小程序，

将深圳具有代表性的党史学习教育“打卡点”汇

集到手绘地图上，设置搜索导航、语音图片导览、

线上线下打卡、交流分享、积分兑换等功能，功

能多样、操作简便，充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青年学生学习兴趣，在体验式、交互式学习中接

受党史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二、深圳红色资源保护利用面临的挑战

（一）红色资源开发利用有待增强集聚效应

红色资源属于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对其开

发和传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党史办、文物局、

规划建设、宣传部等多个部门，以及市、区、街道、

社区等不同层级，所属部门管理权限存在交叉，

各级行政职权重合，使得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缺

乏系统性。再加上部分红色资源因年久失修或者

自然侵蚀面临消失的风险，在保护管理方面存在

较大难度。

一方面，深圳市民对城市改革开放史比较熟

悉，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实践成果较为关注，但对深圳市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传统和革命历史

比较陌生。另一方面，依托红色场馆构建红色精

神地域特色，主题词、关键词零敲碎打，难以让

参与红色教育的党员群众建立瞬时记忆和联想，

出现走马观花的活动现象。

（二）红色资源宣介推广形式有待创新

红色资源是承载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长期

以来，部分革命遗址、纪念馆等展陈多以橱窗展

示为主要形式，图文介绍停留在简单的历史事件

介绍，对故事生动性和精神提炼挖掘不够深，对

红色资源进行系统的研究有所欠缺。深入分析红

色资源，讲清楚红色资源相关历史事件、历史过程，

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流主线，[5] 不能

仅停留在史实讲解的层面，要阐释好背后的历史

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进一步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加深对党的历史的理解和代入感，增

强对理论的认识。

深圳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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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资源线上推介方面，特区多以视频作

品创作为主，内容编排、风格相对陈旧，仅串联

红色资源点位，画面感多以大广角、高视野布局，

展示自然风光，细节点、故事性均较为薄弱，难

以为观看者留下深刻记忆。

（三）红色品牌文创吸引力有待提升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深圳市统计

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6]，2020 年深圳常住人口平均

年龄 32.5 岁，深圳 15~59 岁的人口比重比全国高

16.18%，比广东省高 10.73%，数据表明深圳人口

依然比较“年轻”，而且正处于“人口红利”期。

面对年轻的人口队伍，对于参观展览、观光红色

经典、观看红色主题影片等传统的游览形式，缺

乏互动性和趣味性。特别是在红色文创产品、红

色品牌活动设计创作中，缺乏吸引年轻人关注的

红色元素。    

三、用好用活红色资源的路径选择

（一）串联红色记忆，提炼红色精神，形成

集聚效应

打造“行·在南山”党日活动品牌，创新设

计 9 条现场教学路线，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活     

课堂 ”。整合区内知名红色资源，串联南头古城、

中山公园解放内伶仃岛牺牲烈士纪念碑、长源村

革命纪念碑等红色遗址以及前海石公园、前海国

际会议中心、蛇口时间广场、深圳人才公园等改

革开放地标，精心设计现场教学路线。供区内各

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学习红色党史等教育

课堂现场使用。同时推出“寻迹党史·红色古城”

学习教育线上活动，近 120 万人次浏览，平均每

天吸引 20 余个党支部前来参与。

在发掘红色革命精神地方意义上下功夫，建

立南山人和南山史之间的价值认同和信念感。组

织专家学者深入论证，并提出南山红色精神核心

主题词，给每一条线路规划主题联想词，形成具

有南山特色的红色精神叙事结构。例如，南山陈

郁故居线关键词“思想破冰”，寓意南山人民在

建党初期积极投身共产党；将改革开放蛇口线规

划为“敢闯敢试”，前海线规划为“挺立潮头”等，

并通过时间线将路线进行整合串联。

依托巴士、邮轮等交通运输工具，设计红色

旅游精品路线及流动党群服务中心。例如红色巴

士“改革开放号”以旅游观光线路为基础，串联

深圳改革开放重要历史决策的地标点。红色巴士

“南头之旅”以粤东首郡为文化载体，将年轻人

爱好打卡、拍照时的红色热情与党史情怀相结合，

是一个可移动的全民式教育宣传阵地之旅。红色

航线“深圳湾上的党史课堂”通过情景化的任务

布置，采用甲板体验与船舱授课相结全，将党史

学习融入红色课程设计，将港珠澳大桥设计与爱

党爱国、“革命 + 拼命”的先锋事迹相结合，打

造了一堂深刻生动的党史学习课程。

（二）创新宣介形式，推动主旋律年轻化、

生动化

布局线下党史学习空间。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重点项目在各街道、社区打造小型流动展

览“南山红社区微型展”, 展示部分适宜年轻人参

观展示的红色文物，集约化呈现南山辖区内的红

色资源分布及红色精神脉络；向市民发放“南山

红色记忆盲盒”，向在校学生发放南山红色党史

卡片；联动辖区欢乐谷、 世界之窗等游乐场所打

造“红色主题空间”。

强化线上党史学习布局。对红色资源和红色

文化的宣传推广具有总体布局，兼顾党史教育的

严肃性和创意传播的趣味性。联动辖区互联网企

业发起“传家宝”红色故事大赛，增强互动性，

发动辖区高校、两新行业青年党员开展“南山青

年大学习”接力活动，制作互动视频通过 B 站等

平台精准投放，吸引年轻群体。

（三）充分盘活红色资源，优化活动方案，

打造网“红”课堂

结 合 城 市 发 展， 打 造 红 色 打 卡 地。 拥 有 近

1700 年历史的南头古城，在近代深圳党史上占据

极为重要的地位，宝安县地域上党支部的成立以

及工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皆围绕南头古城

开展。[7] 随着城市的发展，南头古城结合红色资

源和传统文化资源，探索旅游开发、文创产品研发，

形成红色产业链，红色资源也成为辖区新地标。 

提升红色课堂的“网感”，让红色课堂既受

年轻人的欢迎，又保持教育的政治性，保证党史学

习教育主题形式不走偏。例如挑选文化、电竞等领

深圳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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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政治素养过硬、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年轻党员

带头组队组团行走深圳红色路线，让年轻人引领年

轻人。针对年轻人制作并推广“红色剧本杀”“红

色桌游”新尝试，以南头古城里百年古建筑群落为

表演场景，通过空间成像、移步换景、激光矩阵、

裸眼 3D、全息境像等方式，为年轻党员们提供沉

浸式的体验，增强学习体验感；针对青少年设计“红

色景点接力打卡”等一系列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

针对新兴领域从业人员如快递小哥，在红色基地旁

设立“蜂鸟驿站”，提供便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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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0 页）而是从现实问题出发，从经济、

政治、科技、生态等建设的热议话题中抽出湾区

人的历史文化认同和“人心归一”问题，进而寻

找历史和文化资源，由古至今，由远及近，使湾

区的历史与文化重新勾连起来、使湾区人作为中

国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脉络更加清晰起来，从而

实现建设目标；新的分析也不是就历史而说历史，

就文化而言文化，而是将历史与现实相连、将过

去与未来融通，在返本中开新，在开新中返本，

从而有了新的视角、新的体例、新的内容。从而

使我们的研究有别于同类研究，开阔历史和文化的

研究视野，深化拓展对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研究，以引导湾区发展的人文向度。

“历史与文化”独具联通过去——现在——

未来的品格，作为一个过去话语，它深藏我们的

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作为一个现在话语，它立

足于当下与过去进行对话，并推进我们的历史延

续与文化发展；作为一个未来话语，它将拓展我们

的历史纵深并将给我们带来直面不确定未来的勇

气和智慧。基于历史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从而拥有共识、共感、共鸣以及共同

行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级人文湾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二 十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 告

[N]. 人民日报，2022-10-26（1）.

[2] 哈正利，杨胜才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

本内涵探析 [N]. 中国民族报，2019-02-24.

[3] 卡西尔 . 人论 [M]. 甘阳，译 . 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5.

作者：谢春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粤港澳大湾

          区青年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毛军吉

深圳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路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