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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今年是建国 75 周年，也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这是我

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法律。其中第一章第五条

提到，爱国主义教育应当坚持思想引领、文化涵育，教育引导、

实践养成，主题鲜明、融入日常，因地制宜、注重实效。

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荔湾是广州历史最悠久的城区之一，在广州的发展史中地位十

分重要，是岭南文化中心核心区、千年商都发祥地、改革开放

先行地、“千年花乡”发源地。全区红色资源丰富，现有广东民

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六二三路沙基惨案纪念碑及沙面岛、

荔湾博物馆等八个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州儿童剧团团部

旧址、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活动旧址、《救亡日报》社南迁

广州旧址等红色文化点，是一个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的城区，深

入挖掘荔湾红色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荔湾有先天优势。

二、主要做法建议



1.开展系统研究。要运用好红色资源，需要重点做好研究

工作。组织开展荔湾区红色文化研究工作，加强红色文化研究，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思想内涵。整合多方资源，搭建合作研究

平台，有效整合优化各方研究力量，建立红色文化研究机制。

2.打造主题展览。充分运用我区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

红色资源活起来，不断创新呈现方式。着力打造主题突出、导

向鲜明、内涵丰富的精品主题展览，传播红色文化。挖掘红色

资源背后的感人故事，努力将红色故事转化为生活化视角和网

络化表达，吸引更多人走进我区的红色景点。

3.强化教育功能。根据现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景

点，结合文旅特色，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围绕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研学活动，开辟红色研学线路，采用时下群众喜爱的活动

方式，例如研学打卡、摄影随手拍、定向主题活动等方式，让

老城区文旅活动更有意义。

4.推动社区参与。深入挖掘各街红色资源，联动街道社工服

务站和社区志愿组织，开展以街道为单位的地区红色文化挖掘，

了解本街历史和文化，发展历程、重要事件、文化传统等，形

成有街道特色的红色绘本。并结合各街特色，开展丰富多彩的

主题活动，例如讲一个红色故事，播一场红色电影，做一个红

色展览，办一场主题活动，培养一批红色志愿者，挖掘一批社

区红色领袖等。



深入挖掘荔湾红色文化，结合文旅发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高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

出彩”激发强大精神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