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当代中国，
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强调要“唱响互联网爱
国主义主旋律”。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
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样态，是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是对中华优秀的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凝练，既体现为人文的红色文化资源，也
表征为虚拟的红色文化网络产品，是新时代唱响互联网爱国主义旋律的重要文化资
源。在新时代，用红色文化唱响互联网爱国主旋律可着力从三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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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红色文化唱响互联网爱国主旋律
邓鹏

用红色文化助推爱国主义
网络内容建设，让爱国主义情怀
充盈网络空间

在互联网时代，计算机和信
息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万物互联
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新媒
体、自媒体、融合媒体等新兴传
播媒介层出不穷，给每位网民提
供了一个自由表达观点的麦克
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网络话语
场，这使网络空间的内容在包罗
万象的同时，也是泥沙俱下。但
是，传播永远都是对内容的传
播，没有高质量的内容，再优秀
的传播技术终将是无源之水，

“内容为王”原则在网络空间仍
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红色文
化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性、形式
的多样性是加强网络内容建设
的不二选择，为此，运用红色文
化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刻不容缓：

其一，在网络内容建设的理
念上，要以红色文化丰润网络文
化。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和
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传递知识和
信息为基本内容，并由此而衍生
的文化观念、文化活动、文化制
度等的集合体，具有高度的时效
性、交互性、虚拟性。网络文化
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
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的文化
新场域，是具有独特的价值观
念、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文化
样态。而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
新自由主义等不良信息充斥网
络空间，使网络文化急需正确的
引导。在网络空间，要充分挖掘
好红色文化的价值观引领、思想
整合的功能，用红色文化的主流
价值观念回击网络文化中的错
误思想，激发网络文化的正向功
能，发挥好网络文化在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扬爱国主义
旗帜方面的内在潜能，引导网络
文化朝着更加积极健康向上的
方向发展。

其二，在网络内容建设行动
上，要创作更多具有红色底蕴的
网络原创作品。要坚持思想理
论性与亲和力相结合原则，创新
网络作品和文艺的表现形式，把
红色历史、红色人物、红色故事
与现代网络表现艺术有机结合，

制作更多富有爱国主义气息的
网络文学、动漫、有声读物、网络
游戏、手机游戏、音频、短视频、
微电影，等等，让具有爱国主义
情怀的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劳动、讴歌英雄的网
络文化产品在网络的“报、网、
端、微、频”上广为传播，提升网
络文化的思想品格。

用红色文化赋能爱国主义
数字建设工程，让爱国主义教育
扎根网络空间

爱国主义数字建设工程是
在网络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重要战略，其重要工作就是利用
计算机、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VR、AR 等现代计算机和信
息技术，把物质形态的爱国主义
基地转化为虚拟形态的爱国主
义教育网络资源，让网民足不出
户也能在网络中身临其境地受
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爱国主义、中国梦的
教育。而红色遗址、遗迹是爱国
主义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
国主义数字建设工程必不可少
的物质资源：

其一，爱国主义数字建设工
程要强化新技术的运用。创造
性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
合现实等技术，把具有红色文化
底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在
互联网进行全景式呈现，推动红
色文化资源数据化向数据场景
化转变，推进红色文化场景网络
化向网络职能化转型，突出虚拟
环境的原滋原味性，发掘好物质
性红色文化在网络空间的育人
价值。

其二，爱国主义数字建设工
程要强化网民的互动体验。在
红色文化资源的数据化、数字化
呈现中，要创造性打造“有我”的

场景，让网民能够做参与者，突
出互动性和体验性。

其三，爱国主义数字建设工
程要强化教育引导功能。打破
有参与而无教育引导的范式，邀
请从事红色文化研究的相关专
家进行有棱有角、有情有义的解
读，把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融入
专业化讲解中，寓情于乐、循循
善诱，瞄准靶心、定向发力，用真
情真义打动网民，让网民能够真
学真信真懂真用红色文化蕴含
的爱国主义，突出数字建设工程
的教育职能。

用红色文化引领互联网舆
论的发展方向，让爱国主义精神
汇聚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是广大网民传递
信息、发表观点、交流思想的舆
论场，充满了来自不同立场话语
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网络舆
论发展方向具有不确定性。而
坚持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是维
护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
键。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真实写
照，也是最好的清洗剂，是在网
络空间引领舆论方向、回应错误
思潮、集聚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
文化资源：

其一，要借助红色文化，在
网络空间把“党史、国史、改革开
放史”真实准确地呈现出来。相
关部门要对网络空间存在的诋
毁国家领袖、否定革命英雄人
物、造谣时代楷模的错误言论，
以及精心使用所谓“史料”歪曲
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虚无主义、
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有力
地回击。这就需要晒红色家书、
演绎红色经典、打造文艺节目

“故事里的中国”、制作红色微电
影、拍摄具有正能量的 vlog、打

造红色文化网站、开设红色文化
专栏等形式，对红色文化进行多
元呈现和精彩演绎，还原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等的本来面目，使
针对革命英雄、时代楷模的谣言
止于智者，让错误思想和言论不
攻自破、无处遁形。

其二，要运用红色文化资
源，宣传优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
值观念。在网络空间，要通过生
动详实的历史事实，把优秀共产
党人特有的价值观、军人的革命
价值观，杰出楷模在面临生死选

择、关键抉择时所坚守的爱国主
义精神、集体主义原则完整呈现
出来，让网络空间成为“为时代
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的坚强堡垒。

其三，要让红色文化蕴含的
爱国主义精神像空气一样在网
络空间传播。要充分发挥红色
文化正本清源、激浊扬清、沁润
人心、化风成俗的功能，引导网
民用正确价值观念看待历史事
件、分析现实问题，在网络空间
聚集起气势磅礴的“爱党、爱国
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爱国主
义精神，让爱国主义精神照亮网
络中的黑色地带和灰色地带，在
每位网民心里种下爱国主义的
种子。

（来源：12 月 9 日《光明理
论》 作者：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工
业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工业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人文金坛”主题征文启事
为纪念《江苏省地方志工作条例》

颁布一周年，回顾全区地方志事业法治
化建设历程，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底蕴，坚定文
化自信，提升文化内涵和人文素养，在
全区营造文化自觉的氛围，促进地方志
事业发展。经研究，决定举办“人文金
坛”主题征文活动。

一、组织单位

主办：中共常州市金坛区委党史工
作委员会、常州市金坛区地方志编纂工
作办公室。

协办：常州市金坛区作家协会、葛
安荣文学工作室。

二、征文主题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非虚构
散文的文学样式，讲述和表现金坛人文
历史。

三、征文要求

1、征文符合主题，向善、向美、向
上。运用史实准确、观点鲜明、语言流
畅，既有历史事实又有现实意义，鼓励
和支持作者利用地方志资源开展文学
创作，传播地方历史文化。特别欢迎各
界人士撰写“亲见，亲历，亲闻”的文章。

2、已在国内报刊、出版社公开发
布，或已在《金坛文史资料》《金坛时报》

《洮湖》等内部媒体发表以及参加过征
文评奖的文章，均不在此次征文范围
内。

3、征文体裁为非虚构散文，字数在
3000字左右为宜。

4、征文对象为金坛作者，或在外地
工作和生活的金坛籍作者，也包括在金
坛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作者。

四、奖项设置

征文截稿后，将组织专家评审，根
据文章质量，评选出一等奖2篇，每篇奖
金2000元；二等奖4篇，每篇奖金1000
元；三等奖6篇，每篇奖金600元；优秀
奖若干名，给予每篇奖励300元。优秀

征文将在《金坛作家》公众号刊登，并向
相关媒体推荐。

五、投稿方式

征稿日期：即日起至 2020年 3月
10日。

电子稿投稿邮箱：jtzuojia@163.
com。纸质稿件投送金坛区南环二路
118号葛安荣文学工作室。

投稿者请注明作者信息（真实姓
名、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
电话、邮箱），以便联系。

“人文金坛”主题征文活动组委会
二O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