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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山镇隶属于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为中国

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根据地。2005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生态园

区以及红色旅游景区。大雪山镇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

黔游击纵队的根据地，虽只是革命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小

站，却是革命长征胜利必不可少的一环，蕴含着宝贵的

红色文化。由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

创造的红色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

并且红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红色精神、井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以及中华历史文化内涵。[1]何克祥教授在《红色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论》中深刻提出，红色文化

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前提和核心内容，

也是历史和逻辑的起点，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此，弘扬和传承大雪山镇红色文

化，不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深远影响，更是

对后人有教育和启示作用。对于大雪山镇红色文化传承

与发展的研究不仅是一项命题，更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历

史使命。

研究方法

本研究围绕调查大雪山镇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

扬情况，针对大雪山镇居民进行问卷设计与调查，重点

分析红色文化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弘扬，并总结出其中的

问题。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与当地居民面对面交流，

以深入了解当地红色文化发展现状以及当地居民对红色

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并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3.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

资料用例数和构成比表示，组间检验用卡方检验比较，P

＜0.05，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

1、基本情况

通过对大雪山镇进行实地调研，发放问卷共250份，

成功收回242份，回收率为96.8%；无效问卷6份，有效问

卷236份，有效问卷率97.5%。本次调查问卷的数据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雪山镇红色文化的弘扬与传承现状，

通过问卷统计分析，了解当前红色文化的发展现状。

2、大雪山镇当地居民对红色文化的了解情况

我 们 将 三 种 了 解 程 度 分 别 定 义 为 ： “ 了 解 ” ， 指

被调查者能够清晰地讲述当地红色文化的相关内容与内

涵；“比较了解”，指被调查者通过一些途径知道当地

相关红色遗址，粗略了解相关故事；“不了解”，指被

调查者完全不了解当地红色文化。通过调查可知，各年

龄段居民对当地红色文化普遍比较了解，能够达到了解

程度的人群中以60岁以上者居多，对红色文化了解匮乏

的人群集中在36-60岁，由此可知年龄越大对红色文化了

解更深（χ2=17.530，P＜0.05）；本科较其他教育程度

比较显著，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红色文化的了解程度也越

高（χ2=28.050，P＜0.05），党员有较高的思想觉悟，

了解程度占比较大（χ2=57.579，P＜0.05）。

3、大雪山镇当地居民对红色文化的了解方式

大雪山镇居民里男性与女性选择的红色文化了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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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引领着人们前进，积累了无数的财富，传承和弘扬红色

文化，意义深远。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的大雪山镇，从革命时期便流传着具有当地历史

余韵的红色革命文化。发展红色旅游业，吸引外来游客观赏学习本地红色文化，同时重

视提高本土人民对当地红色文化内涵的认识，在传承下去的同时，将大雪山镇红色文化

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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