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简报(优秀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简报篇一

传承红色“基因”扬鞭“奋蹄”前行近日，《求是》杂志发
表了_的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把红色江
山世世代代传下去》一文，受到干部群众热议。

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精神密码，也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纽带，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用
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在_学习中汲取
强大奋进力量，扬鞭奋蹄前行。摸清家底，加大保护，用
好“红色资源”。红色资源是党员干部前进的精神财富，也
是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深入了解“半
截皮带”背后的故事，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是信仰;重走一
段“娄山关”“腊子口”，能让我们更明白长征背后的革命
精神，无论是革命博物馆，还是烈士陵园，都是党和国家宝
贵的红色资源，每一处红色资源背后都有一个催人奋进的红
色故事、有一段勇往直前的奋斗历程、有一章可歌可泣的历
史诗篇。各地要切实摸清自身红色资源的“家底”，花大力
气保护好本土的红色资源，因地制宜地用好红色资源，发挥
好红色资源激励干部、锤炼党性、砥砺前行的作用，把红色
资源传达出的精神动力，转化成为群众办实事的实际工作成
效。

铭记历史，薪火相传，传承“红色基因”。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党的百年历史，



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红色基因根植于革命先
烈的英勇牺牲和无私奉献中。我们党从成立至今，走过了一
百年的风雨历程，极其不容易，极其不平凡，无数共产党人
为改变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抛头颅、洒热血，对革命
忠贞不渝。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夏明翰在面对死亡威胁时，
慷慨高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
后来人”;也看到了_在面对严刑拷打时以生命维护信仰的呐
喊，“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这些为国家、为民族献出宝贵生命的背后，是伟大的红色基
因。广大党员干部要珍惜这大好的和平时代和发展环境，铭
记历史、薪火相传，坚守初心、奋力前行，在红色基因中汲
取奋进的力量，在_学习中把红色基因的根基扎深扎牢。

履职尽责，为民服务，弘扬“红色精神”。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一系列的红色精神。红色精神
如同航行在深海巨轮上的航油，为前行提供“推动力”，又
如大海上的“启明星”，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红色精神
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初心，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
富，从一处处红色资源中，我们读懂了红船精神的力量、理
解了西柏坡精神的奋进，感受到了井冈山精神的内涵。立党
为公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担当精神、全心全意的为民精
神，催人奋进的红色精神，是我们传承的红色基因，让我们
在_学习中，勇敢地接下历史的接力棒，在缅怀中传承红色精
神，让红色血脉永不变色。

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简报篇二

活动目标：

１、知道清明节的来历。

时间地点：4月2日，初一年（6）班教室



活动过程：

１、清明节习俗

（由班长介绍清明节的习俗，学会感恩，缅怀革命先辈）

清明节是传统的纪念祖先的节日，其主要形式是祭祖扫墓。
这一习俗相沿已久，据史书记载，秦汉时，墓祭已成为不可
或缺的礼俗活动。古人有描写清明扫墓的诗，唐代杜牧的名
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些诗句都十
分真切地反映了当时清明扫墓时的情景和氛围。

为什么要在清明扫墓呢？这大概是因为冬去春来，草木萌生。
人们想到了先人的坟茔，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
新土，供上祭品，燃香奠酒，烧些纸钱，或在树枝上挂些纸
条，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

2、祭扫烈士墓的注意事项

（由语文课代表彭芳芳发言解读）

自古以来，清明扫墓不光是纪念自己的祖先，对历史上为人
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人民都会纪念他。清明节祭扫
烈士墓和革命先烈纪念碑，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
形式。

一般活动程序是：全体肃立在纪念碑前演讲；全体向烈士宣
誓；向革命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奏乐默哀三鞠躬；瞻仰烈
士墓；参观事迹展，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

注意的礼仪事项：烈士陵园庄严肃穆神圣，是革命英雄长眠
的地方。革命烈士为了我们的今天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我们
到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首先穿着整洁，要佩戴着鲜艳的
红领巾；活动中态度要庄严肃穆，不能在烈士陵园中嘻嘻哈



哈，打打闹闹；要怀着崇敬的心情参加活动，认真观看了解
烈士事迹；注意卫生不能在陵园内乱吃零食，乱丢垃圾；不
能在陵园内乱跑，行走要按顺序，不破坏青草绿地。

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简报篇三

红色，象征着光明，象征着温暖，象征着力量，象征着未来。
当我们坐在宽阔的教室里，一遍又一遍地读那些关于战争年
代的课文，当我们坐在火炉旁，听爷爷奶奶讲战争的故事，
于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留下了红色的印记。

红色基因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灵魂。传承红色基因，让我
们的五星红旗永不褪色。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种信念要坚持下去，
对于新时代的我们来说，就必须在思想和学习上拧紧螺丝，
自觉做理想信念的继承者.

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纽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
它孕育了著名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先烈们为
了国家独立，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不畏牺牲。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用信仰和决心，写下了人类史上的壮美
诗篇。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作为新一代的接班
人，我们要牢记“爱国”两字。

从前爱国是：不当汉奸，英勇奋战，带兵打仗。而现在不同，
现在的爱国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国家发明更先进的武
器。或者锻炼好身体，扛起边防战士肩上的枪支，保卫我们
的国家。

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
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



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简报篇四

“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艳阳高照，绿荫
遮蔽下，这一个个字眼被那把破旧的蒲扇源源不断地扇进我
的耳朵，便就永远的嵌进了我的脑海里。谁知它们竟似种子
般生根发了芽，很快地长成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又是一片炽
热的血红色，朝着东方那团激烈的光亮生长得愈发鲜活。

红色，是一种信仰，然而它和其它的信仰不同，它不是少数
人的信仰，不是个别国家或者民族的信仰。一般的，更多的
是教人为自己谋利，讲究的是个人的生前死后，因果宿命。
只有这红色，这无边无际的血红色，从不让人去为自己谋私，
从不让人去沉迷于缥缈的虚无。

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时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
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以林彪为代表的有悲观思想
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
的前途，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同志撰写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
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革命理论基本形成。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
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
命。

当我们沉浸在缤纷繁复的物质世界，徜徉在灯红酒绿的边缘，
我们会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迷失。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我们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
不断前进，那就要让红色血液在全身流通，让头脑清醒，让
行动坚定。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炬的传
递。这些敢于向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超越自
我，为建设更加美好辉煌的中国的优良传统凝聚一体，就是
红色基因。而我们就是要传承和发扬它，将之融入血脉中随



着生命的延续而保存下去，走前辈们没有走完的路。走我们
这代人特有的路。

越来越多的向日葵在那团光的照耀下开始绽放，慢慢的，一
寸，一寸，又一寸，生机随着向日葵洒满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未来或现在，那片强烈的血红色始终指引着你，无论在革命
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在改革开放新时
代，都一路奋勇，一直向前！

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简报篇五

新时代，只有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和战略高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才能真正
传承好红色基因，坚定文化自信。

丰富完善传承红色基因的思想教育体系。把红色基因教育贯
穿教育全过程，丰富完善红色基因思想教育体系，既是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应有之义，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现实需
要。我们必须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_关于教育工作的重
要论述，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切实做好新时代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把传承红色基因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有机结合起来，在新中国成立_周年之际着力推动
红色基因进教材、进课堂、进校园、进单位、进基层、进社
区，不断升华社会全体成员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
念，让红色基因深深融入全国各族人民的血脉之中。

探索构建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养成体系。构建红色基因的实
践养成体系，能够使红色基因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
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对于红色基因的传承有着十分重大的意
义和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系统
性、针对性的红色基因实践养成理念。二是要立足国家、社
会、个人三个层面，不断探索构建以党的主张为引领、自主
学习为基础、学校教育为依托、社会实践为延伸的实践养成



新模式。三是要建立红色基因实践养成激励、联动、反馈的
运行机制，不断提升完善红色基因实践养成的基础条件。让
红色基因在实践养成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建立健全传承红色基因的制度保障体系。传承红色基因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建立健
全制度保障体系，确保红色基因的科学有效传承。为此，一
是要始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认识到制度建设的
重要性。二是要认真制定红色基因保护和传承的相关政策法
规，把传承红色基因落实到社会治理中，让传承红色基因有
章可循。三是要建立合理的传承红色基因的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从而让红色基因与时俱进地传承下去。

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简报篇六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回首过去那个硝烟弥漫，
战火纷飞的战场，多少战士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为了
换来我们民族的荣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像
春潮般温暖着我的心。“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成为我奋斗的目标。

我们中国曾经有一段屈辱的历史，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
上横行霸道，肆意妄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七十
年前的那些日子，可恶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三十
五万无辜的南京老百姓们，成为了疯狂的刺刀下的牺牲品。
更早一些，北京圆明园，一个当时世界的博物馆，就被英法
联军洗劫一空，又被一把大火烧毁，付之一炬。

屈辱的历史在人们心中无法磨灭，虽然已是过去，但却成为
人民永恒的回忆。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作为新一代
的蓬勃少年，我们必须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将自己的成长
发展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社会中，但我们不能忘掉落后
就要挨打的历史，不能忘记了国耻。古人云：“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我们青少年只有将国耻铭记心中，以此为动力，
奋发图强。

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做
人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我们是早晨六
七点钟的太阳，我们需要时刻爱自己的祖国，将祖国文化传
承一代代。时刻铭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一名自强有为
的爱国人，无时无刻不把祖国大事放在心上。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新时代的青少年必
须要勤奋学习，用自己的知识为祖国献出一份力量，成为国
家的栋梁之才。让我们在学习中要更加精益求精，不怕吃苦，
肯下功夫，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才能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要想报国，先要
学习；每天学习一点点，就是为祖国献出力量的一大步。

遥想曾经，中国人的苦难与抗争，激励今人，昭告后世。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未来的烛光已经点亮，需要新一代的我
们在这光亮下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开辟出一条光明的道
路，在这条路上不断成长，报效祖国，为了祖国的明天。

未来，为了祖国，我将会有所作为。当我的生活中充满着一
种渴望，想去看到未来祖国的美丽，那美妙的事情就会出现：
平凡的生活变得非凡。我会努力，传承红色基因，做一名时
代新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为大家带来的8篇《红色基因传
承教育活动感悟心得》，您可以复制其中的精彩段落、语句，
也可以下载doc格式的文档以便编辑使用。



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简报篇七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路不在长，有
故事才能让人铭记。挑粮小道就是这样一条路。

在中国共产党刚拿起枪的岁月，失败像是串在捻绳上的佛珠，
一个接着一个。

秋收起义失败后，_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挺进。南昌起义军
主力失败后，朱德、陈毅“拖队上山”。于是，在1928年4月，
以朱毛为首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会师了。

井冈山位处湘赣两省的交界，罗霄山脉中段，周围五百里都
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从军事角度来说选
择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天才之举。但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山外的国民党统治
区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红军会师后，根据地人数上万，
但山区贫瘠产谷不满万担，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
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及粮食奇缺，筹款也遇到很
多困难。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和储备粮食问题，红四军司令
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军长朱德带头随队去挑粮，一天挑两
次，往返100余华里。我们走的“挑粮小道”就是其中一段。

上山之前我并没有在思想上给予足够的重视，现场教学告诉
我们从大陇镇源头村出发，全程3.1公里，没有回头路，预计
一个半小时完成，在黄洋界哨所集合。当时我心想，红军当
年挑着担子走三公里确实辛苦，可我两手空空走上这些路应
该不算什么，平时散散步也不止这点距离的。结果山高路陡，
走到半路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咬着牙坚持到黄洋界，
计步才8000步，但是每一步都必须走得用力和坚实，所以运
动量真的很大，让我瞬间理解了_同志诗云“过了黄洋界，险
处不须看”的内涵。

站在黄洋界哨所，山风习习，薄雾初散，想象当年红军负重



奔忙在这条“挑粮小道”上，艰难困苦，朝不保夕，这条路，
非超常之毅力和忠诚之信念者不能走完。

以后几天，随着对井冈山历史的深入学习，我愈发觉得井冈
山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其实就是围绕“粮”与“路”开展的。
井冈山时期，共产党所遇到的困难实际也可归纳为“粮不
足”与“路难走”的危机。

“粮不足”不仅指战需供给不足，更是指精神迷茫的危险。
当时，井冈山革命斗争艰苦，根据地供给困难，残酷现实侵
蚀和削弱着党员、红军的理想信念，即便是铁血之师也不能
免疫畏难与动摇的情绪，有的人开小差，有的人悲观失望，
有的人叛变投敌，甚至高级将领林彪也提出了“红旗到底还
能打多久”的疑问。右倾悲观主义乌云密布，比“南瓜汤、
苦野菜”更能削弱军队的战斗力。

“路难走”，这不仅体现在部队转移征战中山路崎岖，同时，
也是中国红色革命之路并不明朗的真实写照。当时照搬俄国
十月革命的做法，学习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越来越
走不通，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接连失败，红色革命
“路在何方”成为绕不开的问题。

以_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智慧的、独创性的回答了这些问题，
为中国革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