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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红色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实践路径研究

红色文化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力量、生动载体。宁夏作

为民族地区，也是红色文化的富集区，要自觉承担起弘扬革命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使命，以红色文化赋能，推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一、红色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红色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对引导全区各族人

民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助于牢固

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有助于强化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宁夏是一片有着光荣

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红军长征和西征都曾转战宁夏，宁夏各

族人民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建设，为抗日战争、

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宁夏红色文化有着鲜明的爱

国主义底色，蕴含着对伟大祖国的真挚情感和国家利益高于一

切的坚定信念，是激励全区各族人民不畏艰险、攻坚克难、持

续奋斗的精神动力。这些爱国情感在新时代的传播，必将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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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各族群众将自己的爱国之情转化到建设宁夏的实践中来，

转化到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富强的奋斗中去，进而强化全

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二）有助于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宁夏一直是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前沿活跃地，宁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共同开发建

设、由多元走向一体的交融史，各民族在这里交融汇聚、共同

开拓，奠定了民族团结、和衷共济的深厚底蕴。红色文化的传

播，能够向全区各族群众展示在争取国家和民族解放的道路上

团结一致、守望相助的奋斗事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区各

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走向富裕的故事，对提升全区各族群众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具有积极作用。

（三）有助于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

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各族人民共同创造

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宁夏红色文化植根于中华文化，在吸

取中华文化精髓的同时又不断注入具有宁夏地域特色的时代内

涵。宁夏红色文化的传播，能让全区各族群众体悟到中华文化

历史沉淀中的传统智慧和精神追求，对于强化全区各族群众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自觉抵制错

误思想文化侵蚀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有助于强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

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长

期执政的坚实基础。宁夏红色文化所展现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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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全区各族群众争取国家独立，走向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历史。

宁夏红色文化的传播，可以持续不断地向全区各族群众讲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提升全区各族群众对中国

共产党的情感认同，更加坚定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五）有助于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宁夏红色文

化包含着全区各族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中形

成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等先进文化。红色文化的传播，有助

于全区各族群众深入理解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才能团结凝聚

各族群众，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二、红色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

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2016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

“宁夏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我们要铭记革命历

史、传承革命传统，并用以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教育一代又一

代青少年”。2024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大政方针，努力创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新征

程，着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对宁夏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作出的新部署、提出

的新要求，赋予我们新的使命任务。宁夏是革命老区，有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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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包含红色遗址、遗

迹、遗物、陵园、墓地、雕塑、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园等物

质文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孕育出来的具有宁夏特色的革命历

史、革命精神、革命文艺等非物质文化，新使命与新机遇紧密

相联，而红色文化恰恰为宁夏加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

范区建设赋能增效。

三、红色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红色文化资源是宝贵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承载着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

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独特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发挥其政治价值坚定中华民族共同理想信念，发挥其经济价值

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发挥其文化价值创造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发挥其教育价值增强中华民族团结意识。

（一）夯实红色文化根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

红色底蕴。把红色文化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作为首要任务，深

化宁夏红色文化研究，注重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相结合，做好

对红色文化的时代性阐发和现代化发展。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学

术研究，包括对红色文化遗址、遗迹、文物、文献、纪念馆等

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厘清红色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发展

轨迹，准确把握不同时期红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将研究成果

及时转化为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实际应用，促进宁夏红

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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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助力红色文化传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深化实效。构建全方位的教育体系，确保红色文化精髓能够深

入人心、代代相传。把红色文化教育深度融入各级各类部门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当中，全方位组织宣传教育。加

强红色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深厚红色文化

底蕴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提高红色文化教育的质量与水平。

强化宁夏基础教育中的红色文化教育，将红色文化融入课程设

计与教学实践中，注重实践教学的获得感，建立以六盘山红军

长征纪念馆等为核心的实践基地网络，开发研学旅行、情景模

拟、志愿服务等实践课程，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红色文化魅力。

（三）拓宽红色文化影响，为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

传播方式。正确把握创新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

容，拓宽传播渠道，讲好宁夏红色故事。深入挖掘宁夏革命历

史中的感人故事，通过生动、感人的叙述方式，传递红色文化

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力量。举办高规格创意大赛，鼓励各界创作

宁夏红色文化主题文创产品，借助产品流通拓展传播范围，提

升宁夏红色文化知名度与影响力，使其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强大纽带。

（四）焕发红色文化新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

现代活力。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理念，利用数字技术，打造红

色文化互动体验项目，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的

魅力，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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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艺术作品中，如绘画、雕塑、音乐、影视等，创造出既具红

色文化特色又不失现代感的作品，同时，运用光影秀、数字雕

塑等重塑红色文化地标，在各地广场展示红色文化主题光影秀

与数字雕塑，吸引公众目光，引发情感共鸣，让红色文化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下焕发新的活力。

（五）促进红色文化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入

产业模式。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发挥红

色文化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以历史耐心打造传

世之作，促进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宁夏红色文化资

源优势，制定长远产业发展战略，培育红色文化龙头企业，带

动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形成完整产业链。精心打造文旅精品线

路，串联沙坡头、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等景区与红色文化景点深

度融合，升级特色旅游产品与服务。促进红色文化与乡土民风

同频共振，整合宁夏黄河文化、三线建设工业文化、枸杞文化、

吴忠早茶文化等与红色文化，开发具有复合文化内涵的旅游纪

念品与特色农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

（六）保障可持续性赋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

实操机制。建立文旅部门与统战、民委、住建的联动协作机制，

加强红色文化、市场秩序、文化遗产保护联合执法力度，构建

结构合理、权责清晰的红色文化统一监管体系。着力夯实基层

基础，加大基层文化遗产工作机构和力量建设，切实解决基层

工作人手经费不足、能力水平不够的问题，确保工作在基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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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懂、有人抓、有人管。突出红色文化保护活态传承，通过深

入发掘红色文化内涵与外延，充分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时代价值，全力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宁夏红

色文化更好地融入当下，传承后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实践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2BMZ046）阶段性研

究成果。

（执笔人：北方民族大学　周　晶、杜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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