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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苏区精神，即“建国执政的坚定信念、执政为民的宗

旨观念、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精神”。[6]陕南苏区精神是

党团结带领陕南人民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

量。新中国建立后，白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改变贫穷

落后中形成的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

精神；西安铁路局安康工务段巴山工务车间在三十多年的

生产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务实

创新”为基本内涵的“巴山精神”等，都是陕南精神形态

的红色文化。

陕南红色文化融入农村宣传思想工作的现实困境

为准确了解陕南红色文化融入农村宣传思想工作的

实际情况及存在问题，项目组成员采取了线上问卷调查为

主，面对面访谈交流为辅的方式，于2023年上半年通过线

上问卷让安康、汉中、商洛的基层农村干部和普通农民

群众填写，共收到有效问卷453份。同时，通过线下对个

别干部和村民进行访谈交流，归纳、梳理后发现存在以下

问题。

（一）基层干部对陕南红色文化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在被问及“基层干部的您对陕南红色文化内涵及表

现形式了解多少”时，回答“了解”有198人，占总数的

43.9%；回答“完全了解”有135人，占总数的29.96%；回

答“了解一点”有93人，占总数的 20.54%；回答“一点

不了解”只有38人，仅占总数的8.6%。虽然“了解一点”

和“一点不了解”基层干部人数不到三分之一，但是说明

基层干部中仍然存在对陕南红色文化认识不全面、理解不

透彻等问题，致使陕南红色文化在农村宣传思想工作方面

未能充分发挥其赋能乡村振兴的功能。究其原因，一方面

是基层干部平常工作繁杂多样。除自身工作外还要完成上

级包括职能部门分派下来的任务，并且各类工作内容都较

为繁重，消耗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他们无暇深

入学习和研究陕南红色文化。另一方面是基层干部队伍年

龄和知识结构不合理。有的基层干部以年纪大为借口，不

重视学习、不爱学习，将学习当成了一种负担；由于知识

结构的原因，部分基层干部认为红色文化是革命年代的产

物，与现在和平年代情形是不同的，红色文化的价值被忽

略，导致对陕南红色文化在农村宣传思想工作方面的重视

程度不够。

（二）农村群体对陕南红色文化的认知不深、认同感

不强

在被问及“普通农民群众的您对陕南红色文化资源了

解多少”时，回答“了解”有138人，占总数的30.36%；

回答“了解一点”有102人，占总数的22.54%；回答“一

点不了解”有116人，占总数的25.6%；回答“完全不了

解”有97人，占总数的21.5%。由此可见，农村群体对陕

南红色文化的认知不深。在被问及“您会去看与陕南红色

文化相关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时，回答“非常想看”有

130人，占总数的28.75%；回答“已经看过”有275人，

占总数的60.74%；回答“可能会看”有22人，占总数的

5.02%；回答“不想看的”有26人，占总数的5.49%。这表

明大多数村民对陕南红色文化的认同感不强。究其原因，

陕南地区属于农村经济地区，农村地区人口主要由老年群

体、留守儿童及部分妇女组成，这些人群知识文化水平相

对较低，导致其对陕南红色文化的认知不深；加之农村地

区家庭收入有限，大多数家庭只能先顾及生活水平的改善

和提高，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较少，影响了红色文化对

提高自身思想意识的作用，出现对红色文化认同感不强的

状况。

（三）宣传阵地不足、宣传渠道单一、宣传手段落后

在被问及“您认为您接触过的陕南红色文化宣传方

式有无局限性”时，回答“没有局限性”有97人，占总

数的21.4%；回答“受众不够广泛”有116人，占总数的

25.61%；回答“表达方式单一、缺乏趣味性”有138人，

占总数的30.47%；回答“陷于空洞说教”有82人，占总

数的18.1%；回答“其他”有20人，占总数的4.42%。这

说明三地在陕南红色文化的传播形式及传播方式方面形式

单一，导致广大农村群体对陕南红色文化了解较少，削弱

了陕南红色文化的影响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地方政府

资金投入不足。尤其是安康、商洛的财政收入低，由于红

色文化资源多处于经济、交通不发达的乡镇，加之地方政

府资金投入不足，道路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比如：离高

速公路下道口远、景区及景点的路面等级较低、山区信号

差等等，群众无法经常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另一方面是

宣传手段简单落后且宣传人员缺乏。陕南红色文化的呈现

多以烈士陵园、博物馆陈列展览、故居遗址参观等传统方

式表现出来，展馆内容多地异馆重复，导致广大农村群体

不能对陕南深厚红色文化有更全面、更深刻、更系统的认

识，削弱了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陕南红色文化融入农村宣传思想工作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将陕南红色文化融入农

村宣传思想工作，让“红色文化”这一革命老区最鲜明的

精神底色变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鲜亮特色。

（一）转变基层干部的思想认知，深入挖掘陕南红色

文化史实史料，发展红色产业、提高红色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