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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魏金水、谭震林、伍洪祥、胡少海等革命前辈都曾在

这里战斗过，因而龙车村境内存在大量的红色资源。在当

地红色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对原有的龙车革命纪念馆进行

提升改造，对第一党支部的旧址、苏维埃政府旧址及朱德

旧居（沂远宅）等展馆进行布展，形成了“朱德故居——

苏 维 埃 政 府 旧 址 —— 龙 车 革 命 纪 念 馆 —— 第 一 党 支 部 旧

址”的红色教育基地，在党性教育培训、主题党日活动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再次，创新红色资源的教学形式。好的学习形式能使

学习效果事半功倍，而且党员干部学习方面的积极性和新

鲜感会通过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变得更高和更强，使党性教

育的效果更加入心、入脑。一是在党课的教学过程中，主

动改变传统课堂以老师授课为主的模式，借助现代信息技

术在专题课教学中加入网络上相同主题的红色歌曲或影视

片段，把红色资源变为有氛围感的生动教材， [9]让党员干

部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增加党性教育的实效性。二是加入

现代元素，拓展党性教育课堂空间。结合电视宣传片、微

电影进行车载教学，在现场培训过程中组织红色情景剧、

红色故事会、唱红歌比赛等各种红色教学活动，利用现代

社交媒体诸如电视、广播、报刊、微博、微信公众号、抖

音等多途径宣传红色资源。[8]以漳平市象湖镇为例，围绕红

色革命旧址群，按照“着红军装、唱红军歌、吃红军饭、

听红军故事、走红军路”的思路进行创新教学形式，围绕

“一馆一址”开展诸如排红色情景剧等红色教学活动，同

时制作了《精神典范  红色福地》电教宣传片及微电影《凤

展红旗》，红色资源通过多种教学形式让党员干部思想上受

到感召、精神上得到洗礼，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目的。

漳平市红色资源在加强党员干部
党性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众 所 周 知 ， 红 色 资 源 融 入 党 性 教 育 中 ， 有 利 于 党 员

和政党提高党性修养和保持廉洁性、先进性。目前，漳平

市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在开展党员干部党性教育中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红色资源在开发过程中确实有着不同程度的问

题，比如因缺乏资金导致不能充分开发，红色资源党性教

育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势必会弱化红色资源在党

员干部党性教育中发挥最佳的效果。

1、资金投入缺乏保障

近几年来，围绕开发与保护红色革命遗址，有关部门

做了大量的建设工作，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10]如漳平市永

福镇“龙车革命纪念馆”的修缮、象湖镇“朱德率红四军

出击闽中纪念馆”和双洋镇“红四军思想政治宣传纪念馆”

的兴建等。但不可忽视的一大问题是资金持续投入不够。

漳平境内的红色资源总体数量不大，保护级别不高，

总体上市、县两级财政提供的财力保障微乎其微，尤其在

县级财政财力薄弱、自有财力投入项目建设的资金十分有

限等客观条件下，保护工作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在现实

中，博物馆和一些重要纪念设施的免费开放只能算是基本

维持，最多挂个牌、立个碑，简单地陈列布展，后续缺乏

固定的预算管理和修缮资金。因缺乏持续的投入资金，已

有的设施可能杂草丛生或长期缺乏基本的教学设施，如避

雨棚、扩音器等，讲解员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的待遇也得

不到有效的保障，严重制约着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影

响了党性教育的效果。

2、品牌效应相对不足

综观全国，每个地区对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不均衡的现象。比如，龙岩市境内的上杭县、

长汀县、永定区等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在国内拥有较高的

知名度，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而且党性教育基地开

发建设早、经费投入充足，发展快，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形成了全国知名的特色党性教育品牌。而其他县市的红色

资源则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开发利用和维修保护

方面均难以比肩，整体上是“冷热不均”的发展现状。[11]

红色资源的品牌效应好，开展红色教育和红色旅游的

频率就高，进而带动当地红色经济的发展，更能对红色资

源进行保护；反之不仅难以纳入各级党校、干部学院、行

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党性教育培训行程，也难以开展

红色研学、红色旅游，红色资源的经济效益不佳，红色资

源的开发利用也会受到影响。目前漳平的红色资源就处于

这样的困境：红色资源数量不多，且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都不大，仅限于地方或者县级的范围内，[12]党性教育基地存

在开发建设较晚，设施、服务、设备的配套均不完善，宣

传推介力度不够等现象。教学点的纪念馆或者旧址落后的

陈列方式、简单的展览内容、同质化的布局、照本宣科式

的讲解水平，导致红色资源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承接的

班次少、学员少，主要是当地党校的班次以及上级党校零

星几个班次。2021年全年承接当地党校培训班5个，省委党

校培训班3个，共计不足1000人次，每个班次培训时长也仅

是半天至一天。其余的红色资源也仅在有关纪念日或党性

教育活动期间利用率会略微提高。此外，基础设施建设亟

待升级，各个红色教学点难以“串珠成链”，统一规划，

市区到各个教学点的车程大多在一小时以内，但不同教学

点间的辗转车时偏长，山区里路弯且绕，直接影响学员的

体验感，也制约着其发展为比较有竞争力的红色教育品牌，

红色资源品牌效应不足，难以实现向红色经济的转化。

3、授课队伍有待充实

要提升党性教育的成效，不能仅满足于有人讲课。不

注重授课质量，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必

须有一支精干的师资队伍。目前，党性教育的主要师资力

量是各级党校教师、纪念场馆讲解员，而党性教育的质量

和效果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会存较大的差异。[5]尤其开发县

级红色资源时，没有专兼职合理配比的师资队伍，大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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