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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编者按：

红色基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
坡精神都是红色基因的精髓，是激励人们拼博奋进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平建设时期形成的大庆
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是红色基因得以传承的
体现。改革开放四十年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是因为从红色基因中汲取了无穷的
力量。今天让我们铭记先烈，在缅怀中传承，在开拓中弘扬，让红色基因永不变色，代代相传。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题目即论点，旗帜
鲜明。

①有位老红军生前立过一条家规：每个月都要给孩子们讲长征故事、讲
革命传统，连年幼的小孙子也知道不少红军长征的故事，在幼儿园津津有味
地讲给小朋友听。他把这叫做“激活每个人身上的红色基因”。

①开篇引用老红军
生前立的家规，引
出“红色基因”话
题。

②红色基因是历史的积淀，是历史真正厚重之所在。红色基因中有信仰，
能够使我们“不畏浮云遮望眼”；红色基因中有定力，能够使我们“咬定青
山不放松”；红色基因中有成功之道，能够使我们从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
中，领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红色基因植根于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
的泥土中，传承于一代一代人不懈奋斗的事业中，与我们每一个人情感相连、
命运相系，是我们精神的归宿、初心的原点。

②论述红色基因的
内涵。引用、排比
并用，句式极富变
化。

③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无数先烈的国度里，英雄的故事有口皆碑，
红色印记随处可见。然而，每个人内心里的红色种子，不会自然而然地长成
参天大树，需要不断地呵护她、激活她，使其永葆生机与活力；需要不断地
培育她、浇灌她，使其汲取养料茁壮成长。那么，如何激活红色基因呢？

③过渡段。红色基
因需要不断地呵
护、激活，才能永
葆生机和活力。

④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时，曾讲过一段深情的话语：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
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
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
红色基因。遍布于全国各地的纪念馆、纪念地，是红色基因的“孕育地”“储
存库”，充分发挥好红色资源作用，经常到这些地方拜谒、瞻仰、学习，可
以使我们的心灵得以滋养、灵魂得以净化、境界得以提升，从红色基因中汲
取前进的力量。

④举例论证。激活红
色基因的方法一：要
充分发挥好遍布于
全国各地的纪念馆、
纪念地的作用。

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而记录历史的经典是我们
获得历史知识、激活红色基因的最佳途径。一本好书、一个好的故事，既是
一扇窗户，让人走进历史、了解历史，也是一粒种子，让人在内心激发红色
认同、产生情感共鸣。只有了解才能理解，只有“通情”才能“达理”，从
而在读书溯源中，把红色基因的根基扎深扎牢。

⑤道理论证。激活
红色基因的方法
二：记录历史的经
典是我们获得历史
知识、激活红色基
因的最佳途径。

⑥革命先烈、英模人物的榜样力量，是优良传统的人格化身，是红色基
因的鲜活体现。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气场、一种催人奋
进的力量。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淡忘英雄的民族没有魂。激活红色基因，
当以英模人物为榜样，自觉向他们看齐。“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榜
样就是阵阵“清气”，能够澄滤“余滓”，引导我们进入“杳然”人生之境。

⑥道理论证。激活
红色基因的方法
三：当以英模人物
为榜样，自觉向他
们看齐。

⑦“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递。”红色基因不是古董， ⑦道理论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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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警语】

红色基因中有信仰，能够使我们“不畏浮云遮望眼”；红色基因中有定力，能够使我们“咬
定青山不放松”；红色基因中有成功之道，能够使我们从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中，领略“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思维串联】

【思考】

请谈谈你对红色基因“是我们精神的
归宿、初心的原点”这句话的理解。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江西省赣州市寻乌二中 易行盛）

她的生命力在于挖掘出新的时代内涵，彰显出新的时代价值。感悟革命传统
的崇高，激活我们身上的红色基因，最终要体现到为崇高事业的不懈奋斗中。
惟有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才能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使我们的事业永续推进。

激活红色基因的时
代意义。

⑧一位作家说过：人生不是一支短暂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
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耀眼，然后交给下一代。今天，历
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我们当分外珍惜这一荣光，在回首中铭记，在缅
怀中传承，在开拓中弘扬，让红色基因永不变色，代代相传。

⑧发出号召，呼吁期
待。

来源：2018 年 12 月 27 日 人民日报评论 作者：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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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如何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江西井冈山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在井冈山革命
烈士陵园陈列室和忠魂堂，总书记凝视着开国元勋和革命先烈的照片，深情地说，每次来缅怀
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
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

从 1927 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至今已过去 89 年，这个红色政权不但一直
“能够存在”，而且星火燎原，从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向天安门城楼，诞生了“红
色中国”。放在历史的长镜头下看，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淬炼的红色基因，就是“红
色政权”存在的政治基础和实践基础。这个基因能够保存多久，党的生命就能保存多久；能够
传承多久，红色江山就能够存续多少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布革命老区，多次提出要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此次江西之行则进一步阐述，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
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
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中可以
看出，在红色土地上形成的井冈山精神，与后来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起，构
成、完善、丰富了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而正是有了这些红色基因的接续、组合、加固，我们
党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然而，我们党所面临的环境和党的队伍时刻处在变化之中。特别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党
的执政地位给党员、干部队伍带来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其直接表现，就是党内贪图安逸享受、
不愿艰苦奋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想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和威信谋求个人私利的人逐渐多了起
来；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如新华社近日发布消息，第三轮中央
巡视发现三大共性问题，有的部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仍然存在。这些
表现，与共产党人坚定信仰、不息奋斗、艰苦朴素、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的红色基因格格不入，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警醒。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说到底是一个怎样让红色政权永存、使我们党永不变色的问题。只
有解决“怎样相传”，才能回答“能不能相传”。如此，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思想、
组织、作风、纪律建设，培养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不断清除党内隐患，保持党的肌体纯洁；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开展“三严三实”学习教育活动，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都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具体工程。

尤其要重视青年一代红色基因的传承问题。要加强年轻一代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和党的奋
斗历程的感受程度，使之从中读懂我们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加强他们传承红色基因的
定力和韧性。唯有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防止衰减、缺损、污染，红色政权才能代代相
传。

（来源：2016 年 02 月 22 日《光明日报》 作者：完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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