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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播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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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领导人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哈尔滨

作为省会城市，为传承好红色基因，需要进一步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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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3年，哈尔滨市委十五届二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中提出：“要坚持文化自信自强，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和

竞争力。”因此，应有效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的影响力传播

力，强化红色基因，让红色文化产生长期、循环的经济效益，

带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哈尔滨打造“七大都市”注入红

色底蕴。

一、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播力的重要意

义

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播力，对于丰富哈尔滨城

市文化精神内涵，铸造独特城市形象、全面提升哈尔滨文化

软实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播力，有利于强化

文化自信，助力哈尔滨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哈尔滨的红色文化包含了大量的红

色文化资源，如革命遗址、烈士遗存等。在信息传播渠道广

泛的当下，一些不良文化被青少年追捧，如，游戏成瘾、狂

热偏执、荒废学业等，通过学习革命历史，能够让青少年更

深刻地体会红色文化蕴含的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抵制腐朽文

化，在正能量中砥砺前行。通过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

传播力，使人民群众更多的接触红色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

爱国主义热情，助力哈尔滨精神文明建设。

（二）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播力，有利于红色

文化精神融入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其一，红色文化内涵丰富，红色家风家教是优秀传统文

化的提炼和演变，哈尔滨这座城市有着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

和红色家风积淀，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传承和弘扬红色家风家教，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其二，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在于党员干部，加强哈尔滨红色文

化的影响力传播力，有利于党员干部恪守理想信念，弘扬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有利于提升城市管理效率，促进城

市文明发展。

（三）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播力，有利于形成

哈尔滨红色文化产业链，拉动经济发展

一是整合资源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根据哈尔滨市的资

源特色延长产业链，深入挖掘、发展有影响力的红色文化产

品，最大化实现红色文化的价值。二是哈尔滨红色文化资源

与哈尔滨经济文化发展具有互补性，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

响力传播力有助于增加红色文化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形

http://www.qstheory.cn/dukan/hqwg/2021-04/26/c_11273773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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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哈尔滨红色文化产业链，拉动经济发展。

二、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播力的现有基

础

（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是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最

宝贵的物质基础

哈尔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较早的城市。1923年，

哈尔滨成立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在哈尔滨召开

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并成立满洲临时省委。哈尔滨成

为党领导东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后来抗日斗争的指挥中

心，哈尔滨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拥有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例如，平房区的爱国主义、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教育的重要阵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旧址，它

不仅是开展和平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是落实中央

确定的“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精神

的重要遗址；阿城区以革命英雄何延川名字命名的延川大街、

东方壮歌抗联文化体验基地；巴彦县耸立着写满传奇故事的

驿马山、骆驼峰等抗联遗址，是一代英豪张甲洲打响中国共

产党武装抗日第一枪的地方，赵尚志、于天放等抗日名将、

传奇英杰从这里走向抗日的战场，是 20位共和国将军的故

里；依兰县荣获中国最美自然山水旅游名县和中国最美红色

文化旅游名县。如今，全市红色展馆和遗址共有 99处，在

国内同级别城市中位列前茅，现已成立宣讲队伍 360余支，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旧址等，

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红色教育和理论宣讲活动。

（二）红色文化保护开发相关政策，为提升哈尔滨红色

文化影响力提供支持

自 2021年 12月 1日起施行的《哈尔滨市东北抗联文化

保护传承条例》，加强了东北抗联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出

推动建立东北抗联革命文物信息共享平台和数字化展示系

统，利用影像展示、情景再现等方式，对革命文物进行全景

式、立体式、延伸式展示宣传[1]。《南岗区 2023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加快实施“旅游+红色+冰雪”发展战略，将红

色文化和冰雪文化充分融入到旅游发展中，充分优化组合，

推动文体旅全面发展。《通河县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围绕文旅兴县目标，打造绿色康养、红色旅游、山水画

廊、田园花海“四张名片”。

（三）红色文化创新发展意识，为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

传播力提供支持

哈尔滨市加大投入，相继创办了李兆麟将军纪念馆、哈

尔滨党史馆、哈尔滨博物馆、新政协筹备会纪念馆、侵华日

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等一批文化展馆，修缮了包

括刘少奇革命活动旧址在内的一大批红色遗址，哈尔滨红色

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平房区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探索跨

区域互动新模式，开发内容丰富的“红色+工业+研学+特色

旅游”线路，深度融合新兴产业形态，吸引更多家庭、院校、

机关、社团等多类型群体“打卡”，努力把“红色工业研学”

旅游打造靓丽名片；道里区组织编纂《道里红色足迹》图书，

归集整理 38处红色遗址，成为全区党员干部群众认识道里

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和重要载体；道外区坚

持生态优先理念，推动生态修复，深入挖掘天恒山的红色文

化资源，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新型文旅产业集群；呼兰

区做大做强“红色印象·看呼兰”廉洁文化品牌，增强党员干

部崇廉拒腐的思想意识，不断提升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一体推进综合效能，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双城区健全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依托四野旧址纪念馆、合作化第一村等红

色经典，以及满族风情、生态湿地等人文资源，推动文旅深

度融合；木兰县积极推动鸡冠山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群成为省

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谋划东北抗联精神文化教育基地

项目建设，举全县之力激活红色资源，打造红色名片,推动

木兰红色文旅融合及创意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五常市保护

好 4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以汪雅臣将军为代表的东

北抗联红色基因。

三、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播力的制约因

素分析

哈尔滨革命历史悠久、是一座有着深厚红色文化积淀的

英雄城市。但是，由于顶层设计和政策规划性欠缺、文化建

设从业人员匮乏，存在反映哈尔滨红色文化特色的成熟作品

较少、文化传播方式粗放、宣传力度不足等问题，导致哈尔

滨红色文化的知名度不大、影响力不强，传播力不足，对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与做得比较好的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

（一）红色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不到位，文化品牌价值

挖掘不够深刻

文化品牌价值挖掘不够深刻。哈尔滨红色文化是其独有

的软实力，是重要的城市符号，但对冰城文化的城市品牌建

设远远高于对红色哈尔滨这一城市品牌，没有深刻认识到红

色文化与哈尔滨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但目前哈尔

滨不仅以文创产品为载体的红色文化作品不足，还缺乏反映

自身红色文化并叫得响的文创精品。红色文化传播载体和渠

道仍以文字印刷、影视宣传和“展览—参观—讲解”为主，

虽然传播数量和次数都有所增加，但互动性不强，不善于利

用新的传播载体和平台讲活用活红色文化，且存在专业性、

细致度不足，不能充分满足群众对红色文化的多样化需求[2]。

（二）红色文化宣传不足，各地红色文化资源发展传承、

影响传播力差距大

一是在红色文物资源的保护上，这些红色文化遗存分布

在哈尔滨所辖的县、区、村等，除一些重要的红色资源挖掘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097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7358&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924138&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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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分布相对分散的红色资源，由于规模限制、经费不足和

劳动力短缺等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偏远地区的

革命文物随着自然环境在消减，一些革命遗址被拆除和破坏

[3]。二是缺乏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优秀设计研发团队，没有

注意散落在各县市间的红色旅游遗址之间的内在关联，没有

立足全省、全国的红色旅游大局进行统筹规划，与其他地区

的联动意识不强。

（三）文化建设从业人员匮乏

研究重点多放在资料的征集和整理上，而对红色文化资

源的发掘传承、红色精神的领悟、历史经验的总结等方面深

度研究、精神内涵挖掘研究、针对性研究明显偏弱。因而，

在当下相邻地域竞相发展的前提下，出现了同质、单一、零

散的问题，缺乏整合与明确发展定位。缺乏文化产业管理干

部，缺乏文化创意、营销的复合型文化管理人才。

四、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播力实现路径

（一）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实现哈尔滨红色文化内涵建

设

凸显哈尔滨作为“红色之路上的枢纽”“东北抗日斗争

的指挥中心”“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方”的历史地位和

贡献，推进哈尔滨红色文化的研究、红色遗迹的深度挖掘、

对哈尔滨红色文化的有效保护和广泛宣传等，激发和调动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使人民群众担负起守护、

传播和弘扬哈尔滨红色文化的职责，积极参与传承媒介的开

发、维护与利用[4]。树立科学观念，统筹制定总体规划，以

点带面建立哈尔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联动机制。

（二）精准提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播力

通过有效地利用新媒体技术，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

塑造独特的红色文化品牌，扩大红色文化影响力。借助大数

据平台合理地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分析群众对红色文化的

喜好，面临的问题，根据这些信息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红色

文化产品以满足群众的需求，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丰富传播

形式，有助于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还应积极推进重

要革命历史文物、革命遗址和红色旅游景点的数字化进程，

实现远程参观哈尔滨红色遗迹，这不仅能提高互动性和体验

感，还能增加哈尔滨红色文化吸引力。同时，凝聚起推动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探索红色文化潜在的经济、

政治、生态、文化和社会效益，以促进哈尔滨经济建设为抓

手，进一度提高公众参与度，全面整合哈尔滨红色文化资源，

加强总体规划与区域红色文化发展专项规划的衔接，让各地

在合作中体现特色，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红色文化产生

长期、循环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实现红色文化的价值。

（三）加强红色文化建设的人才保障

哈尔滨市“人才新政 30条”，为建设“六个龙江”、

打造“七大都市”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为激励人才发挥引领

作用，在大力引进急需紧缺人才方面，通过给予资金支持、

拓展引才模式等方式，着力引进一批具有较高创新创业能力

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来哈干事创业提供了保

障。红色文化建设应以此为契机，培养优秀文化产业人才，

组建融媒体机构，善于运用新型传播手段，建立健全红色教

育体系，吸引广大人才投身红色教育事业，加大红色教育培

训产业建设力度，为未来的持续发展积蓄力量。

五、结语

哈尔滨红色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勇于拼搏、不断奋斗的

红色精神在一代又一代冰城人的血脉里流淌。杨靖宇、赵尚

志、李兆麟、赵一曼等革命烈士，用理想和信念、鲜血和生

命、智慧和汗水，铸就了哈尔滨的红色基因。精神伟力跨越

时空历久弥新，赓续红色血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提

升哈尔滨红色文化影响力传播力，打造哈尔滨独特形象，注

入哈尔滨城市文化新内涵、拓展哈尔滨城市发展新路径，提

升哈尔滨城市建设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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