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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家国情怀投身复兴伟业
杲云代表呼吁：从国家层面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立法保护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
100周年之际，此次全国两会
上，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引发特别关注。

100年前一批中国优秀青
年知识分子，心怀家国，把个
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
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无畏地
探索着解救中国的真理。红
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用好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
各类宝贵精神财富，是责任是
使命。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代表
团的黄浦区委书记杲云带来
了一份关于加快制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红色文化资源保
护利用法”的议案，得到全团
代表的热烈附议。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陈靖代表:

从红色资源的发掘保护
向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延伸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
100周年。作为党的诞生地，上
海肩负着建设和守护好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家园，把城市的红色底
色擦得更亮的责任使命。

“作为党的诞生地所在区、红
色文化资源大区，黄浦区当下正
在精心组织策划一系列庆祝活
动，通过宣传和活动，更好地迎接
建党100周年。”杲云在接受青年
报采访时说，青少年是红色基因
的传承者、信仰力量的传播者，要
通过走心的教育引导，为他们厚
植家国情怀。

“我们要将红色资源挖掘出
来，通过展陈、舞台情景剧等多样
形式，将百年前革命先烈追求理
想信念时勇往无前无私奉献的精
神向社会公众展示出来。”杲云
说，接下来，黄浦区还将组织开展
一系列面向青少年的教育活动，
与区域内的学校充分对接，共同
将氛围营造好，这也是黄浦区应
有的一份使命。

100年前一批中国优秀青年
知识分子，心怀家国，把个人的前
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联
系在一起，无畏地探索着解救中国

的真理。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
传承。杲云相信，以互动、沉浸式
的展陈方式，将这些有血有肉的形
象再度展现出来，势必会对现在的
年轻人产生很好的激励。

“如今，我们正处于新发展阶
段，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
杂，就更需要年轻人潜心学习与
研究，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
厚植家国情怀，投身复兴伟业。
要始终有为了我们国家、民族而
不懈奋斗的精神和信念，将来就
能够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杲云这
样寄语青年。

红色文化资源日常管理面
临多重困境，更是让杲云认为，
必须加快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利用提供基本法律遵循，并避免

“各自为政”的尴尬。
红色文化资源缺乏统一的

协调领导，存在多头管理、职责
不清、管理缺位等问题之外，产
权多元，管理不顺，保障力度不
够，同时，相关人才亦存在“进不
来、留不住”的现象。资金方面，
更是相对来源于政府单一投入
和文保等专项资金，缺口较大，
社会参与和多元化资金投入机
制尚未有效形成。

“当下，各地、各部门在工作
中形成了一批经验成熟和实践证
明有效的举措，需要通过立法予

以固化和复制推广，但要避免立
法中形成‘各自为阵’的局面。”杲
云介绍，目前已有山东、山西等省
份出台了保护红色资源的地方性
法规，上海市也正着手制定《红色
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
例》。在一些地处革命老区、红色
资源丰富的设区的市，同样掀起
了“红色立法”热潮。

热潮之中，有可喜之处，同样
也要有冷思考。杲云指出，通过
地方立法加强红色文化保护，虽
有利于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但也
易导致各地立法定位不统一、内
容不一致，形成“各自为阵”的局
面。如有的地方立法内容较单
一，偏重于实体性遗址保护，对精
神内涵保护不足；有的地方立法

因出台时间仓促，部分条款与法
律法规有冲突；有的地方立法制
定的标准过高，规范难以施行。

“因此，我们更应当及时总
结地方立法的得与失，进行科学
归纳、概括和提炼，加快制定全
国性的法律规范，将国家立法和
地方立法有机结合、形成合力，
解决地方立法‘碎片化’问题，促
进全国红色文化资源协调、规
范、有序发展。”

杲云建议，要制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
用法”，系统规范红色文化资源
的调查认定、保护管理、弘扬和
利用、保障措施等内容，确立适
应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发展需要
的基本制度，填补法律空白。

“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立
法保护工作，对于传承好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意义重大，特别
是在我们党迎来百年诞辰、党中
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特殊背景下，尤为重要。”杲云
直陈红色文化资源的特殊意义。

黄浦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地所在区，也是中国共青团的发
源地。杲云说，辖区现有各类红
色革命旧址遗址及设施146处，
居全市第一。近年来，黄浦区大
力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工

作，积极打造“开天辟地”红色文
化根植地，在挖掘、保护、利用红
色资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
批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和历史价
值的红色资源得到保护和提升。

但是，坦率地说，当前，我国
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整体保护利
用水平还不够高，保护不力、利
用不足的双重问题还不同程度
地存在，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红色
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缺乏国家立
法支撑。

杲云注意到，当前，国家层

面尚未制定保护红色文化资源
的单行法律法规，相关法律依据
主要分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中，但这些法律法规
指向的是一般性文物及传统文
化，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的规定
比较原则，保护对象覆盖面较
窄，操作性不强，实践中易出现
适用偏差、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缺乏国家立法支撑

“红色立法”热潮中，应避免“各自为政”的局面

上海实践：通过走心的教育引导，为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
靖十分关注如何进一步加强
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
用。在他看来，十分有必要将
红色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有
机融入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和
群众教育。

陈靖说，目前，国家层面
尚无相关上位法，没有明确对
红色文化和革命传统传承弘
扬的具体要求，致使保护利用
的法治保障尚不完备。对此，
近年来，一些省市开展了立法
实践，积累了经验。

“国家级、省市级红色场
馆，在场馆建设、展陈设计、队
伍保障等方面资源较为充足，
但部分基层红色场馆的保障
激励相对薄弱。”陈靖说。

为此，他建议，开展国家
层面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立法
工作。加强法治保障，突出保

护重点，分层分类分级，形成
长效机制，注重从红色资源的
发掘保护向红色文化的传承
弘扬延伸。

同时，加强基层红色场馆
经费投入和队伍建设。各级
财政逐步递增投入比例，纳入
各级政府绩效考核，支持红色
场馆提高展陈水平、加强文物
征集等项目开发。完善职称
评审方式，健全激励机制，逐
步提高场馆员工的薪资标准，
鼓励场馆运用薪酬杠杆招聘
高素质专业人才。

在陈靖看来，组织主题教
育培训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他建议，依托各级党校、各高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加强对红
色文化理论与党性教育课程
的开发，制定红色教育课程的
规范性标准和标准化大纲，将
红色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全
方位融入学校教育、干部教育
和群众教育，强化教育引导和
实践养成。

加强对红色文化理论与党性教育课程的开发，制定

红色教育课程的规范性标准和标准化大纲，将红色文化

和革命传统教育全方位融入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和群众

教育，强化教育引导和实践养成。 ——陈靖

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立法保护工作，对于传承好红色

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意义重大。 ——杲云

今年春节，许多市民去渔阳里学习红色文化。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