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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意义。

通过此次调查研究发现，大雪山镇红色文化的传承

情况整体不够好。由有效数据显示男性居民对于红色文

化的了解与接受程度优于女性居民，35岁及以下者传承

情况优于35岁以上者。红色乡镇所具有的红色文化底蕴

与沉淀虽较为浓厚，但还未达到理想状态。大雪山镇政

府在红色文化的教育与宣传方面力度不够。在现阶段，

人民群众对于红色文化了解意识薄弱，再加上本身理解

不透彻，导致红色文化自身建设有一定难度。

红色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步伐不断迈进，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多元文化应运

而生。[6]新时代红色文化的宣扬，理应是教育者与人民群

众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由有效数据可得居民选择“参

观红色文化旧址”来了解红色文化占比较多，通过电视

等网络媒体平台了解次之。除了调查所列方式外，居民

也期待能够有其他更多的学习途径。不难看出，当地居

民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播途径有着多种偏好，但更偏向于

生动、形象的寓教于乐的方式。

根据有效数据与实地考察大雪山镇红色旅游项目，

发现当地对于此项目的开发与建设的缺失也是阻碍红色

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原因之一。在询问当地居民，发放回

收问卷和统计分析数据后，我们得知政府对于红色文化

基地的保护措施不够，监管的制度也不严格，导致前往

红军墓的阶梯破败难行，去参观学习的人也随之减少。

其次，当地对红色旧址重建的重视力度也不够高，建立

的“红军墓”处于闲置状态，参观人数较少，多集中于

年轻人。当地红色历史博物馆也没有相应的宣传措施，

红色历史未能传扬。过于强调形式上的政治性、思想性

和理论性，对于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没有落实改善工作，

重视程度不高，再加上人力物力资源的缺乏，都导致了

人民群众对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传承出现问题。

在 新 时 代 的 浪 潮 下 ， 在 外 来 文 化 的 多 方 冲 击 下 ，

传统说教式的宣传方式已经不能引起精神层面的共鸣，

比起用文字来叙述故事，人们更多偏向画面与声音相结

合，利用简短的影视作品或者引发深思的音乐创造来宣

传红色文化，实现不同文化圈交流互动自然，使得红色

文化内容变得丰富化，才能更好地展现红色文化魅力。与

此同时，微时代下的微平台给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带来了便

利，微时代推动了红色文化的传播方式的变更，提供了

更为现代化的方式，为红色文化现代化准备了条件。[7]

综上所述，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从基层党组织做

起，带动周边的人民群众，从实际出发，让红色文化融

入日常生活。策划实施保护项目，梳理红色文化资源，

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利用先保护后开发原则，扩大红军

墓 的 影 响 力 ， 并 鼓 励 当 地 居 民 参 与 其 中 。 落 实 “ 学 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利用当地先天条件努

力营造红色文化学习氛围，提高居民对于当地红色文化

的重视程度，建设起当地特色红色乡镇。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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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成为每代人的使

命和责任，通过我们的调查方法可以增进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来之不易的感悟，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红色文化

的保护意识，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打下基础。

大雪山镇的红色文化不仅是当地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内

涵，更是中国革命奋斗史的缩写。结合目前大雪山镇红

色 文 化 资 源 传 承 与 弘 扬 所 出 现 的 问 题 ， 展 开 思 考 与 讨

论，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实现红色文化的价值，让红

色文化在人民群众的视野里变得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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