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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农文旅”融合创新打造“湘赣红”大思政课

来源：马克思主义学院  发布时间：2024-02-28  字体大小：

（马克思主义学院 胡艺华）红色资源是红色旅游和铸魂育人的重要基础、共同依托，用足、用好、用活红色资源并将其有效转

化为大思政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探索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之路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红色旅游与铸

魂育人融合发展的应有之义。湘赣边区是红色热土、文化沃土，革命星火从这里燎原，红色资源在这里沉淀。针对这一区域目前红色

资源丰富但整合力度不够、研学需求旺盛但内容方式单一、发展前景广阔但产业链条散乱、社会预期很高但实际效益较低等一系列现

实问题，我们应强化融合创新理念思路，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把红色资源、“三农”情怀、文化文艺、旅游体验有机结合起来，以

“红农文旅”融合创新打造符合时代需要、彰显地域特色、引领学生成长、具有示范效应的“湘赣红”大思政课，为加快推进湘赣边

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贡献“思政力量”，为切实推动大思政课落地落实落细提供“湘赣边样本”。

坚持目标引领,追求“四个效益”相统一

应立足湘赣边资源禀赋，充分发挥高校的学科优势、人才优势、智力优势，整合地方红色资源和特色文化，力求在“湘赣红”大

思政课的整体设计和创新实践中体现“四个效益”相统一。

政治效益：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湘赣边区域是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三湾改编的发生地和井冈山精神的诞

生地，是“革命摇篮、光辉起点”。这块红色热土见证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记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辉煌历程，也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依托湘赣边的红色文化资源、红色革命故事、红色研学与实践教学基地，尤其

是充分用好用活毛泽东同志从领导秋收起义到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史料，策划推出高水平、特色化的大思政课，使之成为革

命精神的有效载体，可将“湘赣红”红色品牌擦得更亮，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

现实性和实效性。

经济效益：赋能文旅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2021年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年来致力于打造全国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的先行区、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的样板区、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区。同时，湘赣边区域内的浏阳、平江、修

水等，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着力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在这些战略目标引领下，应牢牢锚定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深度挖掘湘赣边红色文化资源并充分整合其独特人文与自然资

源，策划研发符合时代需要、彰显区域特色的大思政课体系，并将其深度融入当地文旅产业链和乡村文化链，进一步打造文旅品牌生

长点和乡村振兴增长点。

教育效益：创新思政课程，培育时代新人。以思政课与弘扬主旋律、“三农”、区域红色文化相结合的“三结合”形态谋划大思

政课建设格局；以课堂为载体，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红色研学+耕读教育+文化文艺+旅游体验”四者融合的创新路径，推动

大中小学思政课建设一体化；以课程为依托，将区域打造成全国知名大中小学生红色研学实践基地和党、团建实践基地，以红色文

旅助力铸魂育人工作更加有声有色。努力将湘赣边建成省际交界地区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优秀示范区，争取建成全国“大思政课

建设”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示范和样板。

社会效益：弘扬地方文化，推动区域发展。湘赣边是红色沃土，也是文化富矿，湘赣两省的红色旅游资源都十分丰富且各具特

色，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誉。罗霄山脉两侧的湖湘文化和江右文化，分别构成了湖南省、江西省的独特精神标识与文化形态。在文化

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可以通过大思政课建设进一步加强湘赣两省交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盘活该区域的优秀

传统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丰富和充实“湘赣红”文旅品牌的文化内涵，为推动湘赣边区域全面发展注入“思政力

量”。

强化“四个创新”，建设“湘赣红”大思政课

“红农文旅”融合创新，本质上是对多种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即以红色文化为引领，与“三农”、文艺、旅游等特色资源进行

融通、融合、融创，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其内在力量。以“红农文旅”融合创新打造“湘赣红”大思政课，是一个具有融合性、前瞻

首页 学院概况 师资队伍 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 本科教育 研究生教育 党群工作 社会服务 规章制度

https://mksxy.hunau.edu.cn/
https://mksxy.hunau.edu.cn/
https://mksxy.hunau.edu.cn/xydt/
https://mksxy.hunau.edu.cn/
https://mksxy.hunau.edu.cn/xygk_7286/
https://mksxy.hunau.edu.cn/szdw/
https://mksxy.hunau.edu.cn/xkjs/
https://mksxy.hunau.edu.cn/kxyj/
https://mksxy.hunau.edu.cn/bkjy/
https://mksxy.hunau.edu.cn/yjsjy/
https://mksxy.hunau.edu.cn/djgz/
https://mksxy.hunau.edu.cn/shfw/
https://mksxy.hunau.edu.cn/gzzd/


分享到：  关闭 打印

© 2002-2020 湖南农业大学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湘教 QS3-200504-000029

湘ICP备0500000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068号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农大路1号第十教学楼

电话：0731-84617725

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强化理念创新、载体创新、平台创新、主体创新。

理念创新：跨界融合树立“红农文旅”新理念。基于对新时代青少年红色研学研修内在需求的认识和把握，秉持系统思维、整体思

维、创新思维，从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对湘赣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进行充分整合，打通红色文化、“三

农”工作、文化文艺、旅游产业之间的壁垒，找准四者之间的融通点、融汇点、融合点、融创点，围绕全要素、全领域、全过程、全流

程、全主体，推动教育链、文化链、产业链、价值链有机结合，树立“红农文旅”融合创新理念。

载体创新：盘活资源打造“红农文旅”大思政课。深入挖掘和整理湘赣边区域的红色人物、红色故事、红色旧址、红色器物，推动红

色文化资源向思政教育资源转化；组织大思政课共同体建设实验学校、区域内红色研学实践教学基地常态化联合开展课堂教学、集体研

讨、课程开发、课题研究、基地建设等活动和工作；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四范建设”及“五个一工程”，

多主体合作开发湘赣边特色地方思政课程，以大思政课载体实现“红农文旅”融合发展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平台创新：校地合作共建“红农文旅”大思政课共同体。坚持开门办大思政课，调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吸纳、凝聚多方力量，探

索红农文旅融合创新的长效机制。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局、教育局、农业农村局、团市委、关工委以及高

校、中小学、教科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研学机构等各类单位在大思政课建设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共建，共研共创

“红农文旅”融合创新共同体，搭建“湘赣红”大思政课的创新平台。重点围绕湖南的浏阳、平江、醴陵、炎陵、茶陵、宜章、汝城和

江西的萍乡、修水、井冈山、永新等红色热土，统筹各类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整体布局和跨地合作，探索开发寻访红色故居、追寻红色

道路、重温红色初心、传颂红色故事、仰望红色遗址等5条红色研学线路，策划打造30余堂与之相匹配的“思政+三农+艺术”大思政课。

主体创新：整合力量构建“红农文旅”大思政课团队。红色资源的传承发展与转化运用，关键在人，在于构建团队。应准确把握“大

思政课”与“大师资”的内在关联，大胆突破以思政课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思政课建设思维，坚持把专职教师队伍与兼职教师队伍有机

结合、统筹安排，邀请地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劳动模范、知名企业家、道德模范、红色人物家属代表和红色场馆“金牌讲解员”等

共同参与到“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主创团队，建立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提升“湘赣红”大思政课的生命力和创新力。

（转自红星云）

下一篇: 湖南农业大学思政课融合创新结硕果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mksxy.hunau.edu.cn/xydt/202402/t20240221_40237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