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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是万安溪，右边是雁石溪，郁郁葱

葱的山岭下，一条小道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彩眉岭红军小道，既是一条历

史悠久的古驿道，也是一条记录红色故事的

邮路。它贯通上杭、长汀、连城，是闽西主要

的干线邮路。”“七一”前夕，福建省龙岩市新

罗区小池镇组织当地中小学生进行一场徒

步，陈彰德担任讲解员。说起红军小道的历

史，陈彰德如数家珍。

这场名为“红旗向前——纪念三打龙岩

城 95 周年”中小学生徒步“红军小道”的活

动，也是一堂特殊的思政课。讲解员陈彰德

带着学生们参观红四军三打龙岩城纪念馆、

陈仁麒将军故居，一起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

历史。

龙岩的夏日格外闷热，越往山上走，路

越崎岖。不一会儿，学生们就汗流浃背。

陈彰德一边给学生们带路，一边讲解：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当年更难走，两侧除

了溪流就是悬崖。因为敌众我寡，红军战士

经常夜间行军，稍不留神就会跌下山崖。”

一路上，植物茂盛，不少学生被蚊子叮

咬，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防蚊水。陈彰德见

状，对学生们说：“大家想过没有，这里蚊子

这么多，红军战士怎么防蚊呢？”

看学生们陷入了沉思，陈彰德继续说：

“我的叔公陈仁麒出生在龙岩。我听他讲

过，因为战斗需要，当时红军战士身背几十

公斤的行囊，累了就躺在崎岖的山路上休

整。一到夏天，许多红军战士因为被蚊虫叮

咬，浑身都起了肿胀的包。当地老乡知道

后，去山里采来一种止痒的植物，熬成药水，

给红军战士涂抹。”

学 生 们 听 得 入 神 ，若 有 所 思 ，频 频 点

头。“小道上还发生过什么故事？”“小道通向

哪里？”学生们一边向前走，一边提问。

“这条红军小道以小池黄斜农场为起点，

直达上杭县古田镇五龙村。大家熟悉的古田

会议，与这条红军小道也有紧密的联系。这

条路，可以说是胜利之路。”陈彰德说。

“彩 眉 岭 红 军 小 道 目 前 还 没 有 充 分 开

发，也没有重新修建。整条小道全长 8 公里，

走完需要 3 小时。”陈彰德说，“今天我们只是

徒步 2 公里，上一堂体验式的思政课。希望

同学们走在这条小道上，追忆革命先烈，对

红色历史有切身的感受。”

龙岩市第五中学学生王丽琳说：“这是

我第一次参加徒步，也是一次难忘的徒步。”

龙岩第九中学老师章凯说：“徒步的形式非

常有意义，学生们既能了解家乡的红色历

史，也能锻炼体魄、磨炼意志。”

龙 岩 革 命 历 史 悠 久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丰

富，拥有众多革命旧址和纪念场馆。近年

来，龙岩依托古田会议会址等红色资源，不

断丰富思政课的文化内涵。小池镇在着力

保护、修缮红四军三打龙岩城纪念馆、龙池

书院、陈仁麒将军故居、彩眉岭红军小道等

革命旧址和纪念场馆的同时，深入挖掘红色

文化资源，用心讲好红色故事，让更多人尤

其是青少年了解红色历史，让红色教育时时

在、常常新。

图为学生们在红军小道徒步。

赵永涛摄

福建龙岩发掘红色资源，拓展思政课堂

红军小道忆红军
本报记者 王 珏

■解码·思政课怎么上R

本报天津 6月 30日电 （记者武少民）

汇聚理论之声，共担新时代文化使命。6 月

29 日 ，第 三 届 21 世 纪 马 克 思 主 义 高 峰 论

坛在南开大学举行，国内知名学者齐聚南

开 大 学 ，深 入 学 习 领 会 习 近 平 文 化 思 想 ，

围 绕“ 21 世 纪 马 克 思 主 义 与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 明 ”这 一 主 题 进 行 交 流 研 讨 ，积

极 推 动 重 大 理 论 问 题 与 实 践 问 题 研 究 走

向深入。

本次论坛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 大 学 主 办 。 本 次 论 坛 还 设 有 4 场 平 行

论坛，与会学者分别从“‘两个结合’与建设

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 明 ”“ 唯 物 史 观 与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 明 ”“ 中 华 法 治 文 明 的 传 统

与现代”“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与治理”等

角度，就如何熔铸古今、汇通中西，更好推

动学术繁荣和文化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展开深入研讨。

21 世 纪 马 克 思 主 义 高 峰 论 坛 2020 年

首次举办，旨在通过不同学科的深度研讨和

对话，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凝聚广泛共

识、汇聚强大力量。

第三届 21世纪马克思主义高峰论坛举行

“传统文化原来这么潮！”近年来，这样的

感叹越来越多。年轻人穿汉服，复刻古代饮

食，以古典民族乐器演奏时下流行歌曲，用

3D 引擎等工具复原长安城……种种新时尚，

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与时代

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受年轻人喜爱，因其

符合他们的审美需求和价值观。一方面，他们

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文化自信紧密相

连，希望借助数字时代的多样渠道，亲近和感

受古典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也成为年轻一代表达态度和个性的方式。

年轻一代将现代元素融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作和传播中，不仅给优秀传统文化

的表达带来了崭新面貌，也为文化传播注入

了新的灵感与活力。

互联网平台为文化创意提供了广阔舞

台。年轻人是优质内容的生产者。一方面，

从细致入微的缂丝制作教程到惊艳的汉服变

装，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视频分享网站和在线音乐平台等，将优秀

传统文化主题的作品展示给更多人。另一方面，平台不仅是信息

分享的场所，更是充满互动和情感共鸣的文化社区。社区化的互

动机制，也为年轻人的创作热情注入了强大动力。

青年人正日益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青年人也面临着文化内容创作专

业性不足、深度欠缺等问题，迫切寻求专业性、系统性知识。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正身体力行地向年轻

人传播民乐知识、古典诗词等，提升青年群体的文化认知。而

这种“双向奔赴”，将进一步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更广

阔的时代舞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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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将现代元素融
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
和传播中，不仅给优秀传统文
化的表达带来了崭新面貌，也
为文化传播注入了新的灵感
与活力

■新语R

本版责编：智春丽 曹雪盟 杨颜菲

本报北京 6月 30日电 （记者刘诗瑶）北京时间 2024 年 6 月

29 日 19 时 57 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

火箭，成功将中星 3A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该星是通信广播卫星，可为用户提供话

音、数据、广播电视传输业务。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26 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中星 3A卫星
本报北京 6月 30日电 （记者张贺）由

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

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 143 场活动 28 日在浙

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浙江大学中国古

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编委会委员金晓明作了题为《丹青写华

章 笔墨传文脉——从〈宋画全集〉到“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的演讲。

金晓明从《清明上河图》等传世名画入

手，介绍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内涵和艺术语言

表达特点，重点讲述了《宋画全集》和“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的编纂过程。“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以其全面性、系统性、精准性特点，展

现中国传统绘画的经典和历史。“中国历代

绘画大系”为传统绘画进入千家万户、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作出了积极

贡献。同时，“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也对其他

国家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起

到应有作用。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大

学、光明网承办。光明网、光明日报客户端

对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 143场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