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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

强调要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

传下去。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是我们

党百年不老、永葆本色的生命密码，也是我们党之所以

能带领人民冲破千难万险，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

力量之源。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昭示着

乡村建设的新图景、新境界。基于此，充分挖掘乡村丰

富的红色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文化，运用和传承好红色

基因，切实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筑牢党的执政根基，

对于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价值

1、有益于加强农村的思想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新时代发展中起着统领和决定性作用。思想建设作为

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

纯 洁 性 的 重 要 体 现 。 中 国 共 产 党 历 来 高 度 重 视 思 想 建

设，在党的百年历史中，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摆在重要位

置，坚持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行动指南。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掌握思想

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

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把雄心壮

志恢复起来，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抓起来，把社会风气正

起来。”[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

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

会得‘软骨病’。”[3]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

重要工作，农村历来是我们党开展思想教育的主阵地之

一。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的振兴，新时代农村的建

设与发展绕不过思想教育这个关键一环。农村思想教育

是党在农村开展经济和政治工作的生命线，是新时代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大精神支撑，让乡村的经济建设和文

化发展齐头并进，为农业农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和谐

的发展氛围，进而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力。

2、有益于凝聚踔厉奋进的动力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 人 无 精 神 则 不 立 ， 国 无 精

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 [4]

无论是个人、政党、国家抑或是民族要想实现繁荣富强

的目标，就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特殊的精神力量。伟大的

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推动全体中

国人民顽强奋斗的精神支柱，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走

向胜利的前进动力。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

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脱贫攻

坚精神和抗疫精神等一系列伟大精神，组成了我们党敢

于面向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压舱石。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

精神都包含着永不言败的斗争意志，这些在革命实践中

诞生的顽强的革命精神，已经深深烙印在党的血脉中。

回望我们党百年的奋斗征程，正是由于这一系列伟大精

神的支撑，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党才能成为时代的先锋、民族的

脊梁。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加自觉坚守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族谱，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时代价值，提

高农民群众的精神素养，激发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增

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对乡村振兴的认同感、归属感，

促使他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广泛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中

红色基因传承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
 陈国富

充分挖掘乡村丰富的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对于筑牢党的执政根基，推进新

时代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传承红色基因面临着一

些难题，应抓好重点学习内容，丰富载体形式，坚持人民立场，多措并举促红色基因传

承融入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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