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化传承的心得体会(通用9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我们想要好好写一
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
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文化传承的心得体会篇一

葭沚泾文化长廊位于台州中心大道东侧，南起市中心医院，
北至葭沚大转盘，全长1700多米。由南至北按历史时序分
有“吴越风情”、“前唐遐思”、“抗倭雄风”、“流光溢
彩”、“蔚蓝海岸”等景区，每一个名字听起来都是那么富
有诗意。

我们先游览“吴越风情”和“前唐遐思”。我看到故宫殿古
色古香，梦湖长廊迂回曲折，石牡丹浮雕国色天香、惟妙惟
肖。通往古迹之路曲折幽深，它是用反糙石片填铺的，高低
不平，似乎向我们诉说着台州历史的源远流长。在这里，我
了解了：台州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三国时期，
吴国想开发东南疆土，与太平二年（257年）设置临海郡，这
是台州历史上独立设置郡、州、府一级行政区的开始。

穿过蜿蜒曲折的水榭长廊，迎面而来的是花开正艳、幽香扑
鼻的梅林。妈妈告诉我，这里种着“骨里红”梅和“绿萼”
梅，“绿萼”梅还是梅中极品哦！我仔细观察这两种梅花。
我看到“骨里红”梅是紫红色的，花瓣艳丽，绽放后的花呈
碟形，花瓣重叠，萼片和枝条的木质部都是红色的。“绿
萼”梅花色纯白，萼片纯绿，清新典雅。连绵的梅树，满枝
的红梅和白梅，映衬着赏梅、拍照的游人，真是“春在枝头
俏，人在丛中笑！”

梅林中有一座名为“棋局”的雕塑。只见两位古人正在专心



致志地下着围棋，他们已经用棋子占领了棋盘的“金角”位
置。一个正皱着眉头，好像在思索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另一
个则神态自若，好像很有把握赢这盘棋。旁边还坐着一位观
棋的老者，他面带微笑，似乎已经知道这盘棋的结果。三个
人前面都放着一个茶杯，一位小童正在一旁烧水沏茶，一派
和谐的景象。

紧挨梅林的就是“抗倭雄风”。在这里，我知道了在倭寇盛
行时期，我们台州涌现出了很多杰出人物。比如，第一次向
世人亮出台州人不畏强暴的方国珍；在保疆卫国上建立赫赫
战功的戚家军；杜桥穿山的山大王金满等等。正是他们的殊
死拼搏，才有了我们台州老百姓的安居乐业。

文化长廊靠近市民广场这一段，我看到了一组“唐诗之路”
系列雕塑。原来在唐代，有数百位诗人曾游历栖居于我们台
州，尤其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三位大诗人更是留下吟咏台
州的很多杰作。这组雕塑引证了唐诗之路与台州山水的.联系，
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十位诗人，有“唐诗三杰”李白、
杜甫、白居易，有“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有台州文化启
蒙者郑虔，有著名的山水诗人孟浩然，还有刘长卿、贾岛等。
我们一边欣赏一边诵读诗人留下吟咏台州山水的佳句，了解
唐诗中蕴含的台州文化和台州山水。

“流光溢彩”是以吴子熊玻璃艺术馆为中心的现代景区。最
后一段是“蔚蓝海岸”，那里的城雕“抗击云娜台风纪念
碑”，表现了我们台州人民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共同抵抗台
风。

从南到北的台州葭沚泾文化长廊抬头是景，低头是情，处处
都能体会到博大精深的台州文化，真不愧是我们台州城市风
景线中一颗闪亮的绿色明珠。



文化传承的心得体会篇二

观看了2022年“雷锋精神我传承，青春闪耀新时代”学雷锋
活动启动仪式和报告会，我对“雷锋精神”有了更多认识和
理解。

雷锋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几十年来，雷锋
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少年的健康成长；雷锋的品行涵养
着社会风尚的文明进步。为了更多地了解雷锋，最近我又读了
《雷锋的故事》其中雷锋刻苦练习的故事，一直深深地烙在
我的心中。

雷锋从小就理想当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一天，儿时的朋
友向秋生对雷锋说：“你现在已经二十岁了，可以当兵
了。”雷锋听了，兴奋的说：“我要当兵，我要当兵！”此
时雷锋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小时候解放军进城解放家乡时的情
景，耳边不时回荡起指导员对他说过的话，眼前不时闪现着
指导员教他敬礼的画面。

1960年雷锋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参加了光荣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了新兵营。在新兵营训练中，雷锋在各项训练上
都下了苦功夫。可是没想到，还碰上了拦路虎——投手榴弹。
这项训练简直成了他的噩梦，多次考试都不合格。但他坚定
地说：“我一定要训练到及格为止。”从此每天中午，别人
在午睡他就在抓紧时间练习，什么地方不懂，他就请教战友，
通过长时间坚持不懈的训练，最终成功了。

雷锋刻苦训练，勤奋学习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下
一代的我们，更应该努力学习，从小打好基础，长大后才能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雷锋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有一
句话说得好：“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一次，
部队一个战士失血过多要输血，他第一个冲进医院，经过抽



血化验，血型匹配，于是他积极主动地献了八百毫升血，还
要求医生再抽几百毫升。事后，他还买了鸡蛋和豆浆给献过
血的同志们补身体。还有一次，工友乔大山的母亲病了，他
马上汇过去20元钱，让他母亲多挂了三天的盐水，帮他母亲
接回家……雷锋做过的好事，我们数都数不清。

作为下一代的我们一定要“知雷锋、爱雷锋、找雷锋、做雷
锋”要怀着一颗真诚之心，将雷锋精神发扬广大。在学习生
活中，更加讲公德、守诚信、乐于助人、爱集体、爱劳动。
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少年。

文化传承的心得体会篇三

“我爱我的祖国”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上饶暑期社会实践小分
队深入江西上饶革命老区，历经一场“红色之旅”的历练。
参观苏维埃革命老区、上饶集中营、了解新四军成长历程;下
乡访大学生村官，体验中国“新农村”建设，看上饶葛源县
的发展;“三清山”上感受祖国大好河山俊丽秀美，深思上饶
旅游业的发展。一系列的活动，让这个暑期更加充实。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走访“新农村”。几个县都是国家“贫困
县”，但是各县凭借国家政策的支持，发展倒也是有模有样。
一进县城，路边的小楼房着实让队员们半天合不拢嘴。两排
沿街的小楼墙体一律贴砖，有的连多利克柱式也用上去了。
往后走还有更多“半成楼”，正在施工中。实在难以让人将
眼前的景象同“贫困县”三个字联系起来。我们走访了当地
的几户村民，了解情况。村口的王家或许是这个县模式的'代
表。王大叔几年前到宁波打工，第一年欠了不少钱;直到第三
年情况才慢慢好转;第四年他便带着在外地挣的几万元回家盖
房子了。现在他住是三层楼房，一楼堆着他平时收的废铁，
二楼自家人住，三楼则空着。一般他们外出打工的，几年下
来都能盖这么一栋楼房。此外，县里对县民的生活也给予很
大的关注，特地为县民修建了一个休闲广场，档次颇高，四
百来平见方的广场，错落着树桩式的茶桌，夕阳西下，务农



归来时，稍作歇息，或邻里小酌，也别有一番风味。

我们除了走访贫困县，还与当地的一些大学生村官进行交流。
什么才是大学生村官，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的村官，一名大
学生不选择东部的发达城市寻找机会而来的村里下基层，是
出于何种考量……带着许多问题，我们终于见到了他们。一
眼乍看之下，他们和我们没什么区别，反倒是比乡里，县里
的领导们多了几分书生气。xx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
见》;xx年2月，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下发通
知，联合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
支医和扶贫工作。此后，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大范围试
验阶段。他们乘着“大学生下乡”的政策，成为了一名“村
官”。小于毕业已经2年了，在广州工作了一年，也来到村官
的队伍里。我对此很好奇，要是能在广州扎根下来，那不是
很好嘛?以后工作，金钱，地位随着他的奋斗会不断提升，视
野也大了，平台也宽了。小于说，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家
和根是他回到家乡当村官最根本的原因。

每年，有多少农村的孩子走进大学，真正最后能回到家乡惠
及乡里的又有多少。大学是为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是为
了改变一村人的生活?无疑，大学生给农村注入新的活力，为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了一剂“强心针”。

7天的行程，改变了我对农村的看法。国家的发展不能单看北
京、上海、广州的高楼林立;只有亲身走访了中国那些正在慢
慢发展的落后地区，才能发现有真正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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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的心得体会篇四

青春是一本打开就合不上的书，人生是一段踏上了就回不了
头的路。记得看微电影《传承》时，每个青年的浩然正气都
震撼着我的心灵，作为有理想有能力的中青年党员，在这个
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定位，找准方
向，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才能与时俱进，不落潮流。
如果我们还是止步不前，缩手缩脚，沉溺于舒适圈中，那现
实必定给你惨痛一击。

有人说：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但是挥霍的青春会给我们带
来了什么，是不上线就根本找不到的网友，还是一双逐渐模
糊的双眼，回想起来，只有好笑吧。

现在看来，青春当是如初生的太阳，明媚耀眼，驱逐一切阴
霾和黑暗。它拥有石破天惊的力量和开天辟地的勇气，所以
挫折与坎坷在它面前都不值一提。而正处人生最宝贵时期的
我们更应该珍惜时间，一寸光阴皆不可轻。

诚然，成长的经历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遇到险滩
和戈壁，总会遇到一些无论花费多少心血和精力都无法解决
的矛盾。但时间就是最好的武器，一颗坚强的心经过岁月的
打磨愈之坚不可摧，愈之光芒四射。当我们碰到难题不知所
措时，当你我们殚精竭虑解不开困惑时，就让一切留给时间
吧!“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让我们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文化传承的心得体会篇五

校园文化长廊，一个别样而伟大设计，当你漫步在斑驳的水
泥路上，你会不由自主地欣喜于满眼春色，更会迷醉于那一
排排列整齐、设计雅致、内涵厚重的宣传栏，只要你驻足、
跨进这心灵圣地，即可以对话两壁中的人文历史，领略中国
浓厚的文化气息，感受现代学子进取向上的蓬勃朝气，此时
此刻，你会心临其境，心旷神怡，豁然开朗。长廊，经过一
年的风雨，成就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亭中文化，其中涵括了
励志、修身、爱国等理念。它分正心亭，修身苑等多个亭院
励志篇中说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告诫我们，面对困难，我们应该不怕
吃苦，做事要持之以恒，要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修身
篇中告诫我们要修身养性，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的体魄，
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一切行动的保证，因此我们应好
好锻炼，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爱国篇，就通过一批爱国志
士的事迹来勉励我们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奉献于己，努力
学习，发挥个人的主观特长，为社会、为国家付出应尽的责
任和义务，总之，我们要保持认真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的
态度，科学严谨的方法，要有探求真知的毅力，克服困难，
要还有矢志不渝的勇气，并要有坚定的意识，捍卫真理的尊
严。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大学，四书》中提到“大学之道在
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指的是通过不懈努力以臻尽
善尽美而后才停止，也就是说不达到十分完美的境界就不停
止努力，是一种理想目标，不满足的精神境界，真的善的就
是美的。在长廊的两壁上，你还会发现很多古训、学、拓、
思、礼、俭、博、知、实。这也仿佛在告知每一个现代学子
要牢记几千年前中华智者殷殷嘱托。孔子、孟子等儒家大思
想家们深邃的眼光似乎也透过每一个字驻进每一个人的心里，
点亮我们的心路，古训之下你更能够深刻的感受到21世纪的
学子们回应古代智者的呼唤。在宣传栏上你可以看到一张张
青春的笑脸，他们或是好学生的代表的、或是好孩子的典范，
或是好公民的榜样，这是我们祖国的骄傲。行在这美丽的长
廊，就如走进时空隧道，拜读中华古老文化――天华学院的



亭中文化，历史精髓和一脉相承的现代教育，人文气息合着
树木的幽香沁人心脾。我们意犹未尽，文化长廊不仅为学校
增添不少姿色，更重要的是潜移默化的知识让同学们升华。

上周三中午，轮到我们五年级的同学参观校园文化长廊了。
在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异常的激动与兴奋！

瞧啊！这儿可真所谓人山人海了，都把车子堵得滴水不泄了
呢！“我们由52个班集体组成，在校就读生2148人，编教职
工115人，”解说员正在津津有味地为我们详细地解说着
呢，“其中有市名校长1名，省优秀教师1名，市终身班主任2
名……”我想啊：这，大概就是我们学校老师们的优秀之处，
我们也要好好学习，为我们的学校增添一份光彩，让我们学
校发扬光大！

我们的常务副校长——王炳松校长。他始终坚守“以人为本，
同享教育；以人育人，共同成长”的办学理念。坚持以“动
破脑子，喊破嗓子，不如自己做出样子”的领导作风。在这
一方面，我们在校的任何一个人，都值得学习。

然而，王炳金校长，可算是我们学校的一名领头羊了。而他，
却以另外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教育人们。一本：以人为本，
以人育人；二追求：追求更好的一个目标；三责任：做到以
学生为主要，对学生负责人。总有一天，我们也将追随着这位
“首领”的目标，去奋斗，去对未来充满希望！

呀！走到这里，我的心中不禁不由自主地泛起了一层又一层
的小波纹：这幅科幻画，五个飞船形影不离，里面却种上了
植物，住上了人类，生活上了动物，盖上了房子；再看看这
里！许多可爱的小朋友们，长出了纯洁般的天使翅膀，飞向
那无边无际的蓝天，向往着，又尽情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
遨游着；哇塞！这里有一棵巨大无比的空心树，其实它是一
栋房子，树根还可以随时随地吸尘，真是两全其美啊！



难道，我们全世界人民向往着的，不正是如此吗？我们向往
飞向天空，无忧无虑地飞翔着，不受时间的牵连。住在飞船
之中，还正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呢！

书法作品，样样精通，正楷端庄，狂草奔放！艺术图画，美
不胜收，素描写真，栩栩如生！那么现在，让我们走进生活，
看看在课间，同学们读书的时候吧！

瞧！各个班的书架虽然都截然不同，但是都放满了书，一本
又一本五彩缤纷的书！它们呀，也足以让你看个大饱眼福了！

这一次的文化长廊参观，让我明白了：在任何一个校园或者
班级之中，都拥有着属于自己与众不同的介绍和风格。这一
回的参观，也使我留下了记忆幽深的印象，让我的文化，更
上一层楼。

文化传承的心得体会篇六

我们高大的楼背后，有一片竹林，和很有文化气息的文化长
廊。

步入竹林，不必说，碧绿的竹子，光滑的鹅卵石，高大的树
们；也不必说嗡嗡闹的蜜蜂，和无忧无虑的蝴蝶，单是周围
的草丛一带，就有无限趣味。蟋蟀们在尽情唱歌，蚂蚁便在
给它们伴舞，安排得井井有条。倘若打扰了它们聚会，它们
便联合起来攻击你。往上看便能看到金黄的果实，无比诱人，
每次从那过，我总有想摘一个尝尝的冲动，可惜老师不让呀！

顺着地势走下去，来到了文化长廊的末端。你就到了葡萄的
世界。没开始长葡萄的时候，叶子绿油油的，盖在我们的头
顶上给我们遮阴凉，葡萄藤拉在四周，像是在帮我们做一扇
窗帘；葡萄成熟了，颗颗饱满，晶莹剔透，称得上又是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想必有些人肯定偷偷地摘过吧！



这里也十分的潮湿，当然昆虫比有些地方多得多，看，蠢蠢
欲动的蜗牛；身手敏捷的蚊子，还时不时送你一个红包，你
不要也得要。我们的好奇心都极强，喜欢抓只蚊子来看看它
是怎样吸我血的，经过观察后，虽然什么都不明白，站在别
人面前想要面子，只好编一下说：肯定是它饿了，难不成你
饿了不吃饭？他们心服口服。突然，不知道是哪位奇葩说了
一句：它肚子里是你的血肉，你还这样弄死它。我们都笑得
合不拢嘴。

不知不觉走到了风景的尽头。从竹林到文化长廊，短短的几
十步路，却让我难以忘怀。

文化传承的心得体会篇七

蝶在沉默了一冬之后，积蓄了全身的力量，终于把飞的梦想
变成现实;依米花在沉默了五年之后，爆发了自己毕生的心血，
终于把花的芬芳吐露给大家。坚定信念，放飞梦想，你就主
宰了自己的世界。“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孙膑在忍受了挖去膝
骨的酷刑之后，忍耐着、坚持着，执著地用心完成一部流传
千古的兵书《孙膑兵法》。

孙膑，有多少人为你的学富五车所折服，有多少人被你的智
谋所吸引。你在沉默中靠着坚定的信念，把自己的梦想放飞
到蓝天中。放飞梦想，别忘了你的坚定信念!“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曾鼓舞着多少仁人志士，又曾让多少
失路之人重获新生。盲人作曲家阿炳，你在“几家欢乐几家
愁”的奔波流浪中，感到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于是一曲
《二泉映月》便在你的二胡中诞生了。那柔和的乐音，那真
挚的情感，使每一个人为之感动。当小征泽尔指挥完之后，
他激动地跪了下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你的眼睛虽然失明了，但有一盏信念之灯在你的心中为你指
航。在心灯的指引下，你把梦想放飞到音乐殿堂，开创出民
族音乐的新天地。怎么能忘记，诸葛亮在南山躬耕的身影。



你的才华使刘备三顾茅庐而不悔，你的潇洒使群儒百口莫辩，
而你游刃有余。这是你勤奋的结晶。“酒香不怕巷子
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你明白你的苦心终究会得
到回报，你只是在等待，等待你的梦想成为现实的那一天。
三气周瑜，你潇洒自如;七擒孟获，你镇定沉着。

在信念的支撑下，你创造了经天纬地的大业。树立信念，放
飞梦想，你将能随它一起到达美丽的地方。树立信念，放飞
梦想，你将会拥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明天。让梦想飞翔，让信
念开花。

文档为doc格式

文化传承的心得体会篇八

观看了2022年“雷锋精神我传承，青春闪耀新时代”学雷锋
活动启动仪式和报告会，我也要学习好雷锋精神，做新时代
活雷锋。

雷锋，这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精神。他的行为，让我们无
时无刻都在怀缅他，他的.奉献更让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学习他。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3月3日，在这个晴空万里的一天里，
南宁市西乡塘区桃花源小学开展了“学雷锋活动日”。这次
活动主要是去社区大扫除。校长给各班规划了清扫区域，有
的在游泳池旁边，有的在广场；有的在走道；还有的在居民
楼下。每个班走到指定区域的时候，同学们满怀干劲的拿出
了自己的劳动工具，马上进入大扫除的状态中。

你看，同学们在认真地扫地，那动作多么熟练，整齐。扫地
发出的声音一阵又一阵，持续不断，好像一首对雷锋叔叔的
赞歌。捡垃圾的同学们速度最快了，一个接一个，哪里有垃
圾，就手持钳子和小袋子出现在哪里，前进的速度快得像只
小猎豹。



同学们扫把的颜色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从远处看各色
的扫把像一个个彩色的球在四处滚动。

“小区的垃圾真多呀，怎么扫都扫不完，不知道别的地方会
不会也是如此。”一位同学感慨道，“是啊，你看着满地的
垃圾袋和纸屑。”又一位同学抱怨到。“别废话了，赶紧动
起来，还有很多垃圾在呼唤我们呢，加油！”一个不知道从
哪冒出来的声音鼓励了大家。大家的对话，让我也跟着轻松
起来了。班里的小喇叭，笑嘻嘻跟大家说：“哈哈，校长对
我们真好呀，给我们的区域是垃圾最少的地方”，我忽然领
悟到快乐的雷锋精神。

大约20分钟过去了，我们终于完成了大扫除，此时此刻，我
们的心情如花儿般灿烂，大家都露出大门牙，开心极了。如
果雷锋叔叔还在世的话，他看到我们学习他的精神，紧跟着
他的脚步，一定非常开心。

弘扬雷锋精神，传承中华美德。让我们把这种美德融入到生
活的点点滴滴，从小时做起，让雷锋精神发扬光大。

文化传承的心得体会篇九

“国粹之美，美在其形，洒脱飘逸或典雅庄重；国粹之美，
美在其神，气韵生动，意境幽远。”京剧作为中华民族的国
粹，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存在，只要一提到它，我们就
会不由自主地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感到神秘，感到崇敬。

不过随着《传承中国》这一档综艺节目的开播，我们正在慢
慢揭开戏曲的神秘面纱，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传承人的不懈
努力，通过各个名声赫赫的专业戏曲评论人的讲解，我们不
仅看到了戏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是了解到了戏曲人的伟
大与艰辛，这无疑对我们继承传统，弘扬戏曲，创新文化提
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和平台。因此，秉承着这样的历史使命
和社会重担，《传承中国》横空出世了，这个节目以其独特



的视角和独特的情怀紧紧扣住了人们的心弦，牢牢吸引了人
们的眼球，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好评，一下子得到了
流量和口碑的双丰收，不得不让人拍手叫绝。

我们都知道，京剧作为中国的象征，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传承
已久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深刻体现，因此
继承和弘扬京剧，已然成为了当代人的一项历史使命和民族
重担。可是不可避的是，由于受到现代音乐的冲击，咿咿呀
呀的戏曲在年轻一辈心中似乎变得很是晦涩难懂，很是枯燥
乏味，自然而然，人们对国粹就会敬而远之，不愿意花费时
间去学习，不甘愿静下心来去琢磨。而正是因为这种心理，
国粹的传承和保护似乎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不容易了，相对
应的，对戏曲文化的创新和改变也似乎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
大事了。

而《传承中国》就是这样一个良好的平台，它通过传递国粹
的形式美和神韵美，深深触动了人们柔软的心灵，也深深鼓
舞了人们的决心，带动人们想办法去留住这份美，去传承这
份美，好让京剧艺术代代相传下去，辈辈流传下去。

北京电视台总编辑王珏说过：“京剧之美不仅美在舞台上，
京剧无处不美。它的文学、服饰、音乐等等无处不美，只要
用心去学，用心去看，你会发现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跟自
己的审美有共鸣的东西。”

听了王先生这些话，我实在是受益匪浅，我认为京剧真的是
一种传奇的存在，它的美在于它独特的唱腔，在于它鲜明的
妆容，在于它靓丽的服饰，在于它优美的身段，在于它飘逸
的形式，更在于它伟大的精神，因此我们都应该用心去感受
它，去保护它，去创新它，去弘扬它，去传承它，只有这样
我们才不枉为一个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