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完由井冈山市传承红色教育培训中心

组织的红色教育培训后，感受和感触颇多，现结

合学习内容和工作实际，就“吕梁精神”如何更

好地传承和创新作一些简略的探析。

井冈山是革命老区，该市传承红色教育培训

中心是井冈山社会培训机构之一，其秉承“弘扬

井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宗旨，成功打造出一套

中国版的集互动式、故事式、激情式、案例式、体

验式为一体的新型红色教育模式，有效激发了广

大党员干部、职工学生的革命情怀。

吕梁也是革命老区，革命战争时期曾是红

军东征主战场、晋绥边区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

所在地，“养兵十万，牺牲一万”，曾有无数的边

区群众送军粮、保供给，无数的吕梁英雄抛头

颅、洒热血，涌现出贺昌、刘胡兰、刘少白等一批

仁人志士，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书写

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一部《吕梁英雄

传》便是生动写照。英雄的吕梁山在革命战争

时期也孕育出“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

勇于创新”的“吕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

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

但在与时俱进、传承革命精神方面，吕梁在

一定程度上缺乏井冈山敢于创新和探索的见识

和胆略。要将数十年前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以

及老一产阶级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有

效传承，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切合点，就会显得苍

白无力、空洞无物，难以让人心灵上受到真正的

震撼、思想上受到真正的洗礼。

下面，先粗浅谈谈此次参加培训红色教育

的基本模式及特点。

情景教学:通过观看大型实景剧《井冈山》，

较好地展现了 1927 年那段永不磨灭的历史记

忆。5.5万平方米的背景场面过于宏大，灯光人

物就显得有些微弱，没有室内实景剧的收容、清

晰和震撼效果好。

现场教学：虽然像毛泽东旧居、小井红军医

院等不少建筑物是按照原貌恢复重建的，但通过

保留“一墙一石两棵树”等为数不多的历史遗物，

客观展现了当时的艰苦环境。这里特别要肯定

的是仪式要求与解说特点，将精雕细琢、催人泪

下的亲情、爱情故事融入到艰苦卓绝、不屈不挠

的革命斗争中，再上升到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共

产主义的信仰上来，让人对峥嵘岁月的感慨和对

革命前辈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拓展教学：由退役军人组成的特训营教官

组织，以班为单位，将所有身着红军服的学员分

为两个有光荣传统的团——三十一团和二十八

团，选出团长和党代表，通过分团设计团旗、队

形、口号、抢滩登陆训练、制作红军餐等一系列

集趣味性、协作性、才智性为一体的仿军事训练

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学员的协作配合意识、才智

发挥潜能和娱乐体验兴趣。

激情教学：由较为出色的电视台栏目主持

人主持，所有学员分组参与，通过小集体合唱、

个人才艺展示（朗诵、独唱、相声、小品等）、挑战

性项目参演（红歌歌名猜、革命影片配音等），将

参训学员的学习热情、参与意识调动到一个新

的高度，同样，进一步激发了学员的协作配合意

识、才智发挥潜能和娱乐体验兴趣。

专题教学与红色故事讲坛:邀请江西省委党

校教授深入浅出地讲解《井冈山斗争和井冈山精

神》和《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结合实际

结合形势系统地进行了理论授课。故事讲坛邀

请了先烈王佐、红军老战士曾志、将军甘祖昌的

后代讲先辈们克己奉公、两袖清风的优良品德，

讲红军后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优良家风，红

色后代现身说法的正能量令人为之一振。

考察精准扶贫示范点：茅坪乡神山村深处

大山之中，只有神山、周山两个村组，全村只有

21户 50名贫困群众，是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地，距著名的黄洋界、八角楼都比较近。依托

井冈山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发展了黄桃采摘、

毛竹制品、农家乐餐饮、乡村富氧旅游等特色产

业，很是红火。当地人将习总书记打 耙几下、

打 耙处，以及习总书记入过的贫困户、搞竹制

品加工的人大代表家，都开发成旅游点，白天上

山做生意，晚上下山住楼房，小日子打理的井井

有条。

生态教学：井冈山五龙潭由五条蔚为壮观、

各有特色的瀑布组成，配有台阶索道、名人石刻

书法，依托良好的生态植被，属休闲养生之地。

这就是井冈山红色教育的基本模式，目

的是启发学员结合吕梁的红色资源禀赋，思

考探索一套有些地方可以复制的吕梁红色教

育体系。

笔者认为，吕梁的总体思路应该为：按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发挥党建研究作用，吸纳民营企

业经营，依托离石、方山、兴县、临县、文水等地

的红色旅游资源、廉政教育基地、生态旅游资源

和特色培训营地，充分发挥离石餐饮住宿、交通

运输等三产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区位优势，积极

调动党政机关、工矿企业、大中院校、中小学生

等广泛参与，小则带动吕梁市，大则辐射华北地

区直至整个北方地区，走出一条北方地区红色

教育的特色之路，走出一条吕梁经济由“黑”转

“红”的转型之路。

一是党委成立协调推进领导机构，研究制

定总体规划、培训方案、职责分工、推进措施、运

作机制及时间节点安排等。

二是政府成立具体推进组织机构，从资源

整合配置、课件研发审核、部门协调配合、运营

团队选择管理、市场开发探索、安全保障监管等

精心组织、全力推进。

三是要在细节上下功夫。打好“感情牌”是

一种极为有效的运作措施，在革命友情、战地爱

情和感人亲情上要深入挖掘、整理提炼，不要单

纯搞面面俱到、蜻蜓点水那一套，缺乏吸引力和

感染力。所以说，课件研发要高人指点、精雕细

琢，课程讲授要精彩绝伦、取精勿滥，行程安排

要科学合理、井然有序。

四是要选择管理好的运营团队。民营企业

不求大而强，要有热心恒心，要精细管理，因为

这个培训机构投资不大、风险不大、资金回收周

期也不长，吃住行可依托丰富的社会资源，机构

人员精干高效、富有开拓精神即可。但对其必

须加强管理，严防企业在运作过程为追求高热

度高效益的短期效应而变色变味。

五是要强化安全监管。红色教育也好，红

色旅游也好，涉及千家万户面很广，政治影响社

会影响都很大，无论是在吃住行这些与群众密

切相关的方面也好，还是培训教学特色、学员言

行举止方面也好，都来不得一点马虎、出不得一

点问题。

综合以上阐述，试想今后吕梁的红色教育

体系建成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市内外、省内

外的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学员分批分次接

踵而来，旅游大巴鱼贯接上车，车上滚动播放

《吕梁英雄传》，中间插播吕梁风光片，讲解员

娓娓叙述着英雄吕梁的红色历史，专题教学由

知名教授带领学员重温吕梁经典、感悟“吕梁

精神”；红色故事讲坛由革命先辈后代或革命

群众后代现身说法，带领学员体会军民鱼水情

和革命后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

现场教学可深入兴县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和

“四·八”烈士纪念馆、临县中共中央西北局旧

址、离石高家沟军事会议旧址和林迈可纪念馆

以及廉政教育基地安国寺、文水刘胡兰纪念

馆、方山于成龙文化园等地展开，这些教学点

上除了面上讲授红色历史知识外，更注重挖掘

讲授亲情、爱情、友情的“三情”故事，以提高吸

引力和感染力；拓展教学和激情教学可结合吕

梁实际，参考井冈山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当地

由退役军人组建的军事特训营地，让学员着八

路军服分团分组进行，大同小异，不再重复；生

态教学就更宽泛了，吕梁的北武当山、庞泉沟、

苍儿会、西华镇、白马仙洞等都可参观学习；扶

贫点考察可以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让学员设

身处地体会扶贫之艰辛、脱贫之不易、巩固脱

贫之艰巨，同时促进特色农产品销售、农家乐

消费，增加群众经济收入，提高美丽乡村知名

度；情景教学请大导演大手笔打造《吕梁英雄

传》经典情节，展现吕梁英雄儿女可歌可泣的

抗战场面和支战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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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精神”，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创新
——在井冈山接受红色教育的启示

□ 高新平 李红梅

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我有新书包了，好开心呀，谢谢张教授！”

这是中阳县暖泉镇暖泉小学一名三年级的

小学生，亲手接过上海海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

师、教授张延猛颁发的奖品后，发自内心的喜悦

和谢意。

一个是偏僻山区的村里娃，一个是繁华都

市的大教授，5 月 31 日上午，在暖泉中心校“六

一”庆祝暨师生表彰大会上，他们同台了。

一年级至三年级，每人一个高级书包，四

年级至六年级，每人一套文具套装，全部学习

用品折款 1.2万元。今年“六一”，突如其来的幸

福让暖泉镇 358 名山区儿童欢呼雀跃。更让他

们激动的是，连续五年资助他们学习用品的张

延猛教授搭乘飞机，跨越 1500 多公里，翻山越

岭，专程赶来为他们颁奖。

为两地牵线搭桥的人是毕业于暖泉小学的

优秀学子、现供职于上海海科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的郭强。郭强和其他 17位暖泉学子刻苦学习

的成长经历，被校方做成展板，长期在暖泉中心

校大门口展出，激励着全镇师生为了走出大山、

学有所成、回报社会接续奋斗。

“孩子们，30年前，我在咱们暖泉工作、生活

过 7年。这里的人勤劳、朴实、善良。我们老区建

设促进会一直关注着大家的学习和生活，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过儿童

节，希望孩子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好好学习、

健康成长。”73岁的中阳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妇女

工作委员会主任郭照莲饱含深情地回顾着自己

在暖泉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郭照莲先后多次

与王怀政沟通，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对全镇所

有幼儿、小学生和在岗一线教师进行节日慰问，

慰问品折款 6655元。

“郭奶奶辛苦了，谢谢郭奶奶！”当暖泉中心

校校长王怀政为郭照莲赠送写有“心系山区儿

童 情注暖泉教育”的牌匾时，孩子们热烈欢呼，

表达了对爱心人士由衷的谢意。

表彰大会开始前，该校还组织了盛大的游行

活动。表彰大会结束后，全校师生通过丰富多彩

的文艺表演，为爱心人士献上了一场文艺盛宴。

今年“六一”，暖泉孩子幸福暖暖
□ 本报记者 王洋 通讯员 王跃

5月30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驻临县临泉镇黄白塔村工作队来到黄白塔村寄宿制小学，与师

生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并为125名小朋友赠送了价值13000元的书籍，为学校捐赠体育器材经费

5000元。 岳旭强 高鹏辉 摄

5月 30日，市侨联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在扶贫帮扶点

岚县王狮乡敦厚村，与敦厚小学的师生家长们一起欢度

“六一”儿童节，并给小学生捐赠了 97套新校服。 雪峰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剑平） 近日，市慈善总会

与爱心企业通联支付山西分公司一行数人，驱

车数百里来到临县玉坪乡阳泉寄宿制小学校，

与学校的孩子们一起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共同举行了升旗仪式。同

时，共同为学校 66名留守困境儿童每人发放了

300 元的慰问金，总金额 19800 元，其中通联支

付山西分公司捐赠 16000元。同时，还为孩子们

带来了学习用品和文体器材。

留守儿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也是祖国的

花朵，也一样期待节日的快乐。看到孩子们天

真无邪的脸庞，市慈善总会及爱心企业负责人

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做社会有用之人。他

们将会继续关心和关注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帮

助这些留守困境儿童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据了解，临县玉坪乡阳泉寄宿制小学共有

139名学生，其中留守困境儿童就有 66名。市慈

善总会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社会这个温暖的大家

庭中积极阳光，茁壮成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同时希望老师和“爱心妈妈”们能一如既往地关

心他们，肩负起除授课之外的更多责任，让孩子

们乐观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要求阳

泉寄宿制小学充分利用“关爱儿童之家”设施，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工作。

近年来，市慈善总会积极争取“为了明天

——关爱儿童”项目。截至目前，在全市设立了

45 所“关爱儿童之家”，累计争取慈善款物 200
余万元。通过开展课业辅导、心理疏导、安全讲

座、兴趣课程等多种形式的帮扶活动，收到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本报讯 （记者 刘小宇 通讯员 孙廉） 在

“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

能学校、离石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离石区残

联田家会康复中心、汾阳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汾阳市育智学校、文水县龙翔康复中心、离石区

田家会康复中心、孝义市儿童医院康复中心、中

阳县残疾人康复中心等我市各类残疾儿童康复

定点机构结合儿童特点和康复项目内容，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主题

活动，让全市的特殊儿童和健康小朋友一道，共

享七彩童年，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

此次活动，旨在帮助和培养正在康复中

的儿童度过一个自主、开心、有意义的节日，

让他们在活动中体验成就感，树立自信心，体

验爱与被爱的幸福与快乐，从而增强接触社

会，走向社会的信心和勇气。同时希望通过

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特殊儿

童的认识和关注，让全社会都来重视和支持

残疾儿童的康复教育及社会活动，帮助他们

健康成长。

我市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联合开展
丰富多彩的六一儿童节活动

市慈善总会携手爱心企业
与临县留守儿童共度“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