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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层政府要适当增添宣传思想岗位人员编制，

配备有学历的年轻干部专职宣传思想工作。年轻干部能够

不断拓展自己知识视野，完善自己知识结构，在开展工作

时往往能够提出思路、找到抓手。同时年轻干部精力旺

盛，有时间、有精力深入村民群体之中，工作往往处于主

动状态。

其次，开展红色文化宣讲和文艺创作、送戏下乡，培

育红色文化扶贫内生动力。为推动广大村民对自己家乡的

红色文化有更全面、更深刻、更系统的认识，使红色精神

入脑入心。由专职宣传思想工作人员牵头组建各村镇红色

文化宣讲队伍，由当地学校学生、村民及红色文化爱好者

组成，节假日为农民群众宣讲当地红色人物故事，营造听

红色故事、学红色精神、做红色村民的良好宣讲氛围，让

村民从中汲取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最后，采取“陕南红色文化+”的方式，开展农村宣

传思想工作。借助网络新媒体，由专职宣传思想人员担任

主播，邀请邀请当地红色文化的学者及村民进行线上分

享，一方面带领观众及村民线上游览当地红色资源，提高

陕南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为家乡产品代言，促进

乡村旅游和农产品销售，助力乡村全面、深入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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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部分基层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抓农村经济上，

而在宣传思想工作中融入红色文化的主动性不够。基于

此，首先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思想引导，使其重视陕南红

色文化的价值。将红色教育纳入基层党员干部培训实践课

程，打造理论学习和现场教学基地相结合、涵盖各个历史

时期的红色教育阵地体系。每一处革命遗迹、每一件珍贵

文物、每一个革命故事，都见证着那段光阴和岁月，传达

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

在缅怀中不仅能够使基层干部受到心灵的洗礼，坚定

信念，再拾初心，而且能够让基层干部认识到陕南红色文

化在农村宣传思想工作中的政治教育价值。其次要发挥陕

南红色文化的带动作用，让陕南红色文化成为助推乡村

振兴的精神源泉和发展动能。农村特别是革命老区有着

十分富集的红色文化资源，基层干部要深入挖掘陕南红

色文化史实史料及蕴藏其中的感人故事，用革命精神激励

村民艰苦创业、砥砺前行，进而以红色为基传承陕南苏区

精神、以绿色为源全力发展陕南绿色经济、以特色为优着

力彰显陕南内生优势，[7]将陕南红色文化的经济效益发挥

到最优。

（二）引导农民群众参加红色文化系列活动，增进对

陕南红色文化的认知、认同感，助推村民自我意识的提升

由于广大农村人口主要由老人、留守儿童和一小部

分无法外出的妇女组成，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及家庭收入

相对较低，对陕南红色文化的认知不深、认同感不强。基

于此，首先基层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

教师的待遇和素质，让留守儿童在留守期间得到良好的教

育和成长环境。其次基层宣传人员应以通俗易懂方式让村

民了解、熟悉红色文化。在村内道路两旁，绘制关于当地

红色革命的壁画，以提高农民群众对于红色革命文化的认

知、认同感，以露天电影的方式播放有关陕南革命的影

片，并加以合适的讲解，让人民群众了解中国革命的艰辛

和其中所蕴含的伟大的革命精神。最后地方政府需要做好

“筑巢引凤”。

要改善村容村貌，营造美好的人居环境，还要为创

业者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吸引在外的青壮年劳动力归乡创

业就业。特别要吸引本地籍大学毕业生回乡担任大学生村

官，大学生辅助基层干部共同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结合所

在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教育活动，探索形成物质形态的红

色文化常态化与“实地化”传播路径。让村民在现实勾连

中，对陕南红色文化产生情感共振与精神共鸣，提升村民

自我意识。

（三）推进宣传手段创新，打造富有特色的宣传形

式，提升陕南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