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色文化教育活动 红色传统文化
教育总结(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红色文化教育活动篇一

致力打造党员教育“三学堂”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县注重党员教育平台建设，依
托丰富的红色资源、产业资源和文化资源，重点打造党员教育
“红色学堂”“致富学堂”和“廉政学堂”等基地，让党员
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依托“红”的资源，打造党员教育“红色学堂”。注重挖掘
本县丰富的红色革命资源，围绕“挖掘好、保护好、宣传好、
用得好”的目标，把修建红色革命遗址、传承红色基因和打
造区域特色红色党员教育基地结合起立，重点修建打造凤山
第一个苏维埃纪念馆、红七军二十一师秘密兵工厂遗址、八
龙革命遗址、姜茂生将军故居和中亭乡“三同”(同吃、同住、
同劳动)实践基地等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把“红色地标”建成
党员家门口的“红色学堂”，让广大党员有地方聆听特色党
课、铭记红色历史、汲取前行力量。如：中亭乡中亭村依托
当地红色历史资源，建成自治区级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
地，2017年以来，有县内外各级党组织158个7900多名党员到
基地开展党员教育活动。

立足“山”的实际，打造党员教育“致富学堂”。坚持服务
群众的根本宗旨，以“党建+产业”为抓手，立足丰富的山林
资源，把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建设与特色产业发展相融合，



注重在核桃、茶油、林下养殖等产业链上建基地，累计建立
特色产业党员教育示范基地10个。通过党员教育教学与现场
观摩、教学实践、示范带动、技术推广有机结合的方式，注
重把党员示范教育基地打造成党员致富能人的“孵化基地”、
贫困党员群众的“致富学堂”，累计培育党员能人118人，不
断提高党员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和致富发展能力。如：中亭
乡陇弄村立足半土半石山地的实际，大力发展茶油、核桃产
业，采取“支部+党员+农户”的模式，打造党员教育培训示
范基地，邀请党员技术专家到现场指导，为党员群众传授种
植技术，带动贫困户199户921人脱贫致富。

用好“廉”的文化，打造党员教育“廉政学堂”。深入挖掘
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的廉政文化资源，把廉政文化与本地
民俗文化结合起来，通过展示老前辈的廉政事迹、家训家规
等内容，进一步发挥家风家训等优秀传统文化在提升党性修
养中的作用，丰富党性教育内容。同时，注重扩大廉政教育
的覆盖面，把各基层党组织的党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前移
到“廉政学堂”，建立体验式、互动式的廉政教育“实践
点”，让党员干部“零距离”接受廉政教育。截至目前，全
县各基层党组织累计在“廉政学堂”实践点开展“情牵老党
员、共享基层党建新成果”敬老爱老、“传承优秀家风、助
推乡村振兴”等主题活动约105场5200人次。

红色文化教育活动篇二

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七届五次全会关于实施
“红色文化”重点工程和打造一批“党建文化”阵地决策部
署。全域打造“一路三圈多点”区、镇、村三级党建文化阵
地，用直观载体感染党员群众，用历史文化熏陶党员群众，
用时代文化沁养党员群众，在全区凝聚起加快建设全省经济
生态强区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路专线”孕育“红色文化”品牌。提好一路专线“领



子”。深入挖掘本土“红色文化”，采用查阅文献史料、实
地走访调研、听“老党员口述史事”等方式，整理“红色文
化”史料14篇，梳理红色人物20余名。结合本土“红色文
化”建成红色阵地34个，重点打造完成以“湿地公园党建文
化长廊—安州博物馆—烈士陵园—晓坝镇‘三基地一窗
口’—千佛山阻击战陈列馆”为“领子”的红色安州“一路
专线”。绣好一路专线“里子”。充实各点位文化内涵，在
湿地公园党建文化长廊固化展示中共__、安州__、安州建制
沿革等党建知识，在安州博物馆展示自然历史、非遗民俗等
安州地域文化，在烈士陵园展示沙汀、刘稚琳、朱英汉等革
命先烈故事，在晓坝镇“三基地一窗口”展示“抗震救灾”
精神，在千佛山阻击战陈列馆展示红军长征在安州战斗足迹。
做精一路专线“面子”。扩大“一路专线”红色效应，印发
《关于建设“党建文化”阵地的通知》，分层负责，扎实做
好各点位风貌设计、规划选址、经费保障和内容把关，加大
宣传报道力度，和教育实践运用，梯次组织全区100余个党组
织、3000余名党员身着红军服，沿“一路专线”，重走长征
路、重温革命史，促进“一路专线”知名度和影响力整体提
升。

“核心三圈”拓展“红色文化”内涵。突出特色彰显“主题
文化圈”。根据区级部门、企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和服务领域
的实际情况，采用“党建__+党风廉政”串联模式，深入挖掘
组织、审计、税务、法制、交通、财政、国企等26个机关文
化，利用各单位党员活动室、楼道、走廊、外墙等载体进行
直观展示，形成风格各异的“主题文化圈”。核心价值构
建“公益文化圈”。在城区实施以党的__精神为主线，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文化、文明卫生城市为重点的公益
文化宣传，累计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小区1个、家风家训
小区1个，建设法治广场3个、志愿服务广场1个，建成党建示
范街、法治示范街、诚信经营示范街、群众文化主题创意街
等主题街道7条，充实各类宣传标语、道旗226处。乡村振兴
丰富“幸福文化圈”。打造党建与农旅产业发展相结合的乡
村振兴新业态，突出乡镇区域特色，在花荄镇“花城果乡”、



塔水镇“幸福七里”、乐兴镇“猕猴桃走廊”、雎水镇“环
湖碧荷园”、沸水“安逸箱几”等项目建设中融入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等党建元素和农耕农事、崇孝
崇德等传统文化，以乡村幸福生活典范，潜移默化教育引导
群众。

“多点多极”延伸“红色文化”实效。示范点引领“全域
极”。推进党建文化走进生活，结合乡镇实际，打造集党建、
文化、休闲、健身于一体的党建广场(长廊、点位)等集中教
育示范点50余处，累计1300余平方米，规范化建设党组织活
动场所，拓展完善257个村(社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功能，
基本形成全域多点格局，有效发挥党建阵地聚人心、领群众
的作用。网媒点打造“纵深极”。充分发挥线上媒体覆盖广、
传播快的特点，用好用活“绵州先锋”app、安州组工网、今日
安州app等党建云平台，完善线上党的历史、党的理论、政策
方针和各类业务知识，邀请专家学者、优秀党务工作者录制
《老规矩不灵》等微电影4部，在线循环推送播放，引导党员
在线学习观看，实现全区2万名党员线上学习教育全覆
盖。“创新点”构建“立体极”。发挥基层党建核心引领作
用，与绵阳电视台创新开设《安州零距离》栏目，全方位、
立体化展示安州红色文化和党建工作，制作播出《红色启明
星》《百家看、千家比》《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等节目14期，
通过电视媒体的喉舌作用，讲好安州故事、唱响安州声音，
实现了安州红色文化整体提升，有效扩大了安州党建的影响
力和美誉度。

红色文化教育活动篇三

xx县xx镇不断发挥“红色引擎”作用，引领xx文化繁荣发展，
着重在突出政治“牵引力”、强化思想引领力、增强文化供
给力、坚定文化自信力上下功夫、做文章，不断提升地区文
化软实力，切实厚植城市精神，提高xx能级品质。



（一）突出政治功能，打造文化阵地新高地

厚植组织优势，着力加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功能xx，叠加
党群阵地和文化阵地功能，整合党建、文体、社会等资源，
构建镇、片区、社区、园区（街区）“1+5+n”党群服务阵地体
系，让党群服务无死角、无遗漏。做深做实党群服务，开展
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精神文化活动，比如北桥党群服务中
心老灶头桶蒸糕文化，金榜党群服务中心农耕文化和城市变
迁展示，君莲党群服务中心市民终身学习创益手工体验基地
等。基层党群服务阵地结合各自特色，每月推出“文化菜
单”，不断丰富党群服务阵地的“文化底蕴”。

（二）深度融合党建与文体，以“服务、凝聚、引领、发
展”为硬核功能，规划布局党群服务中心的文化功能，以镇
级中心为圆心、区块功能中心为半径，以“x”片区、村居为直
径，打造“1+3+x”党群服务文化功能体系。推进君莲党群服
务圈、都市片区复地北桥城党群服务圈和龙湖天街三个区域
文化功能阵地xx，改造完成9个文化广场，更新3个社区运动场
及24个社区健身苑点项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求，打造“15分钟党群服务圈”。

（三）打造xx历史文化长廊，推出“xx十景”，建成约3公里
集健身休闲、观赏教育于一体的文体新空间。建造xx首个
近20000平方米剪纸文化公园，成为xx地区一个很好的文化休
闲场所和中国剪纸艺术的传承基地。建造吴颐人艺术馆，推
进方世聪艺术空间项目落地xx，促进艺术与教育相结合、高雅
艺术与群众艺术共存，用艺术阐释文化，不仅为市民提供高
水平视觉享受空间，培育了“家门口”的好去处，还提升
了xx城区颜值、城市内涵。

（四）突出思想引领，打造文化品牌新亮点

建优质师资“蓄水池”。组建由市委、区委党校组成的专家



团，由区域化党建成员单位党员组成的专业团；
由书记工作室组成的“传帮带”讲习团；
由退休党员干部组成的奉献社区宣讲团。培育全方位、多维
度的师资力量，讲好xx故事，更好为广大党员培根铸魂、滋
养初心提供源头活水。开发多元精品党课。将党性教育
同“非遗文化”、法律文化等相结合，开设公益剪纸党课，
以动一动、说一说、讲一讲等方式，在教学相长中传承非遗
文化，讲述引起思想共鸣的示范党课。聚焦百姓关注法律热
点，推出“学点民法典”云上课堂，带百姓走近民法典，学
习民法知识，让民法护航我们的生活。围绕党史学习教育，
开出“百年辉煌”情景党课，打造u字型“党史学习廊”，引
导党员群众在真实场景中感悟初心力量。

（五）挖掘本土红色资源，培育戏剧文化，打造浸润式话剧
党课。推出《从1949走来的我们》《老街》，采取“讲述+话
剧表演”的形式，将党的创新理论有机融入对话、情景等多
种互动性之中，增强党性教育感染力和吸引力。用好身边红
色故事，打造“党性教育+沪语传承”系列，推出坐上“颛”
车温初心班车红播报、“颛声回响”沪语党课等，以“身边
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用乡音传党音”的学习模式，
传播沪语文化，传承红色文化。

（六）突出文化“赋能”，打造地区发展新优势

推出“文化春雨润xx”十大文化项目，做强“九九xx 重阳糕
会”xx省重阳民俗文化活动，连续成功举办十三届“九九重
阳·xx糕会”，以“孝、乐、寿”三大主题，九大活动，弘
扬“孝”文化。不断推动xx省非物质文化遗产———xx桶蒸
糕“糕”文化，乃至于“重阳节，到xx买糕去”，成为很多
市民的期盼。将文化自信外化于文化消费，扶持xx桶蒸糕制
作，助推民俗文化产品走向市场，提高重阳民俗文化活动的
溢出效益。跨界融合，让剪纸来跳舞、影人来演戏，推出剪
纸影戏，活态传承xx剪纸艺术。原创红色xx剪纸影戏《铜钟



传奇》、《奇袭沪闵路》。举办全国剪纸艺术技能大赛。

持续培育光华创意文化，发挥光华创意街区党委主导作用，
依托光华星部落党群联盟，构建党群一体组织网络，将党建
的政治优势转化成为推进街区前进的发展优势，打造越界丝
腾光华酷、79意库等一批区级特色的文创产业名园，建
立“创意设计教师工作室”，形成一批文创产业集群。加大
对地区文化产业扶持力度，出台相应扶持政策，吸引更多优
秀的文化名人、优质的文创企业前来光华街区“筑巢”，绘
制xx文化创意产业的一张名片。持续深化话剧文化，建立百
姓剧社，开展培训四期，培养110余人次党员群众戏剧爱好者。
推出原创话剧《三味一生》，大型地方文史话剧《1949·人
民代表》、聚焦“老小旧远”的话剧《老街》。

xx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党建引领下的多网融合基层治理
和公共服务体系xx为契机，以服务群众为中心，推进五大功
能片区党群功能体系xx，充分发挥党群服务阵地、文化服务阵
地作用，提供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精准化的文化服务，
进一步引领非遗文化、民俗文化、高雅文化、创意文化根植
于xx沃土。坚持守正创创新，进一步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红色文化教育活动篇四

胶东地区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以泰山为核心的红色文化教育，
是近年来被广泛推广的一种文化教育形式。胶东红色文化教
育以红色文化为基础，以红色教育为内容，以红色旅游为载
体，通过展览、讲解、体验等多种方式，将红色文化教育融
入到全民教育中，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培养爱国情怀具有重
要意义。

第二段：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的开展，对个人成长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在参观中，我深深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们的伟大牺牲和奉献精
神，感受到了他们在残酷环境下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这
些感受激励着我努力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
时，胶东红色文化教育还培养了我的爱国情感，让我深入了
解历史，珍惜现在，以及时代所赋予的机会和使命。

第三段：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对社会建设的贡献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对社会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
红色文化教育，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更加全面，对民族精神的
认同更加深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悟更加深入。这
使得社会大众更加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胶东红色文化教育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
遇，推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

第四段：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虽然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但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和挑战。一方面，教育过程中缺乏实践环节，导致学
生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胶东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
有限，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游客需求。此外，胶东红色文化
教育在内容上有时过于理论化，缺乏生动有趣的展示形式，
使得教育效果不够明显。

第五段：解决问题和挑战的建议

针对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可以采取一些措
施来解决。首先，加强实践教育环节，鼓励学生亲身参与红
色文化体验活动，增强互动性和趣味性。其次，进一步挖掘
胶东地区红色文化资源，提升展示效果，吸引更多游客体验
和学习。同时，在教育内容上，可以结合当地的具体历史事
件和人物，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学生更加生动、形象地了解
红色文化的内涵。



总结：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对于培养爱国情
怀、传承红色精神、推动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出
现的问题和挑战也需要我们关注和解决。通过加强实践环节、
完善展示形式，也能为胶东红色文化教育注入新的活力，让
更多的人受益于胶东红色文化教育的魅力。

红色文化教育活动篇五

胶东地区位于中国东部，是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是在这片热土上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弘扬
革命精神的一项重要工作。它的目的是通过传承和弘扬红色
文化，培养和加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
情，进而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第二段：胶东红色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涵盖了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对于胶东
红色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了红色历史、红色经典、红色精
神和红色遗址等方面的知识。胶东红色文化教育的形式很多
样化，既有红色文化展览、纪念活动，也有红色文化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

第三段：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对个人的意义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对个人来说有很多的意义。首先，它可以
让个人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历史，增长知识面，提升自我文化
素质。其次，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可以激发个人的爱国情怀，
培养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再次，通过胶东红色文
化教育，个人可以学习到革命先烈们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道
德品质，从而提升自己的道德观念。

第四段：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对社会的影响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可以提
升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加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次，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可以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为推
动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努力。再次，通过胶东红色文化教育，
可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精神支
持和道德引领。

第五段：胶东红色文化教育的不足和改进方向

虽然胶东红色文化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首先，一些红色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
导致教育效果有所不足。其次，缺乏多样性的教育模式和活
动形式，有时会令人感到单调和缺乏吸引力。在改进方向上，
可以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注重与现代教育相结
合，增加互动的教学方式，提高教育效果和吸引力。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为我们了解和传承
红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机会。通过胶东红色文化教育，我们
可以深入了解革命历史，增强文化素质和爱国情怀。同时，
胶东红色文化教育也对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
而，我们也要看到胶东红色文化教育仍然存在的不足之处，
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希望未来胶东红色文化教育能够取
得更好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