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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建构中的时代价值 

王玉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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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集中体现，蕴含着丰富的意识 

形态内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发挥资政育人功能，对加强意识形态整合， 

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具有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探索党史文化科学发展 

的新途径，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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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 

进程中，形成和发展了独具魅力和特色的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文化。90多年来，党史文化始终引领着中国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面对各种考验 

的巨大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执政理念 

和高尚的政治追求， 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党史文化蕴含着 

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加深对党史文化思想内涵的理 

解，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实现党史文化科学发展，对 

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 

识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使党史文化在促进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中发挥更大的时代价值。 

一、党史文化的内涵与意识形态属性 

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党的文化的结晶，具有丰 

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 党史文化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 

表现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蕴含着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彰显出科学性、先进性、 

民族性的主体精神。鲜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特质 

的党史文化，展现出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归属于上 

层建筑的范畴。审视党史文化的内涵与内在属性，对 

于加强党史学习，深刻理解弘扬党史文化的重要意义 

具有重要作用。 
(一) 党史文化的内涵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自身  90 多年发展历史所 

蕴含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的文化积淀，它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自身 

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成并发展，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 

形态和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理论文化、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上。 

首先，理论文化。理论文化是党史文化的主要表 

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所产生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伟大历史进 

程中，党史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党史文化理论 

创新的丰富成果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宝贵结晶，是理论 

形态的党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次，物质文化。物质层面的党史文化，简而言 

之，就是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党史文化。物质文化主 

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争取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物 

质文化实体，具体包括：革命战争遗址、革命历史文 

物、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纪念馆、陈列馆等 

具体实物和场所。物质文化是党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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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形式，是传承党史文化的重要平台。 

最后，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党史文化的精髓， 

主要是指党史文化自身所蕴含的主体精神和思想价 

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所承载的品格和精神，包括革 

命优良传统、民族思想精神、思想价值体系、精神气 

质与指向等，是党史文化深层内化的文化表现形态。 

理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 

文化形态塑造了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蕴含着这一特 

殊类型文化的精神价值。 
(二) 党史文化的主体精神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历史创造的各种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是全党全民可以充分 

利用的文化资源，又是传播文明、弘扬民族精神的重 

要文化载体，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的主体精 

神。 

首先，科学性。党史文化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中 

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上。 

中国共产党不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理论看作是包医百 

病的灵丹妙药，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 

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实际相结合，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 

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体现，也是党史文 

化成为中华文化精华、呈现出科学性的根本条件；党 

史文化的科学性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建 

设道路进行科学探索的实践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探索实践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提炼与升华。它的科学性，体现了它对自身所 

形成的一系列精神文化成果及其体系进行严密的逻辑 

推理和长期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得到实践检验的理论结 

晶。科学性是党史文化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 

其次，先进性。先进性是党史文化的内在属性。 

党史文化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科学运 

用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所产生的先进的文化理念 

和文化形态， 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先进理念的集中反映。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 

化发展， 始终引领中国文化朝着先进科学的方向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根本 

指导思想的党史文化，始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主体和核心，体现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 

向；党史文化的先进性也表现在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党史文化在中国 

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与时 

俱进，不断发展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 

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党的历史证明，党史文化是 

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文化，能够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不断前进和发展。 

最后，民族性。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都维 

系着一种特定的文化,以一种特定的品格、心态、价值 

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影响、 支配着本民族内部人的行为。 

党史文化形成于中华文化之中，继承与吸收了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内核，鲜明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价值向度、思维模式、道德品质等，是中华民族历史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具有巨大的历史包容 

性,秉承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蕴含着中国文 

化的气韵,这是党史文化的基石。民族文化中有许多具 

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精华，如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 

哲学；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等，这些文化思想延 

续和丰富着党史文化的内涵， 是党史文化发展的根基； 

党史文化反应了中国的国情民情，彰显着鲜明的中国 

气派和中国作风，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个性，具 

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民族特色。 党史文化已成为国家、 

民族及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象征的一部分。 
(三) 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表现为特定阶级的观 

念并为特定阶级服务。党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 

政治文化，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突出政治性，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是党史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党史 

文化的政治性决定了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首先， 

党史文化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是强化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 

传统，形成了特有的党史文化话语体系，体现了独特 

的价值向度和精神内涵，承载着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 

共同价值共识，凝结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 

和本质要求。其次，弘扬党的历史文化，归属于上层 

建筑和精神文明的范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部 

分， 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 

最后，党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思想内涵 

上具有一致性，党史文化中蕴含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思 

想是社会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 是引领社会思想进步，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鲜明的意识 

形态属性和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决定了党史文化在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和关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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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史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整合中的功能和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反映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中国 

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以先进 

的文化理凝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确立了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整合与构建是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的政治保证。作为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党史文化蕴含着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理论内涵，承载着全民族的共 

同理想追求，凝结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加强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伟大进程中彰显着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蕴含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 

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 

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是孕育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沃土，是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深 

厚文化根基和理论来源，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丰 

富内涵的党史文化，以独特的文化形态彰显着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价值，巩固了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 

第一，党史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蕴含 

着科学的思想文化内涵，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 

论支撑和理论借鉴。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富有科学性和生命力的 

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中国革 

命、建设事业的科学理论，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 

思想前提和科学的理论基础，指导我们在实践中科学 

的认识社会政治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中国共产党自成 

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吸收和借鉴中 

外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创新执政理念， 完善执政方略， 

在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 

形成了富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党史文化。 

马克思主义对推动党史文化发展，把握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从党 

史文化的思想内涵看，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是科学的思想、理念 

与精神，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其次， 

从党史文化的历史发展看，党史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执政思想的中国化、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创新执政方 

略的政治文化产物和文化积淀，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 

提供历史借鉴。最后，从党史文化的本质来看，党史 

文化表现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一种 

感性的文化感知，对推动社会政治和谐稳定发展具有 

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党史文化，是社会政治发展进步的宝贵资源，是构建 

社会主义政治整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第二，丰富的党史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 

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掌握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典范，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对党史文化的形成具有本源性的地 

位，是党史文化的思想源泉，是推动党史文化创新的 

精神力量。 毛泽东曾指出：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 
[1] 党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 

掌握和创新， 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树立了从实际出发的旗帜，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 

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使中国革命事业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走向胜利；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树立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围绕“什么是 

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引领中国 

走上了改革发展进步的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 

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 

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 

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发展思路，形成了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党 

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新局面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揭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篇章。历 

经 90多年积淀的党史文化， 随着党的理论创新的实践 

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确立了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基本 

原则，其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彰显着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灵 

魂的党史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的优秀 

品质，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20 卷第 5 期 68 

(二)  党史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 

重要载体，见证了全民族的共同理想追求，有利于形 

成稳定的社会心理认同，对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的认同 

感，增强政治归属感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政党政治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90多年来，中 

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培 

育共同理想追求，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和价值 

共识。

第一，党史文化见证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理想和 

信仰的追求和坚守，凝聚着中国人民毅然前行的价值 

共识，有利于形成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共识是一个民族实现伟大 

复兴的根本前提， 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作为支撑， 

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和生命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 

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 

的政治追求和崇高目标，并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 

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 邓小平指出： “过去我们党无论 

怎样弱小，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 

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 [2] 90多年 

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共同的理想追 

求，在努力实现党的政治追求和远大目标的历史进程 

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共共产党始终保持为党 

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带领人民不 

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引领社会发展不断进步， 

国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90 
多年的党史文化，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共 

识，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信念，充分体现了 

全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深刻说明了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 

的思想基础。先进的党史文化有利于共同思想基础的 

成长，有利于价值共识的塑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凝聚和提升。 中国共产党 90多年的历史反复证 

明了党史文化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党史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撑和 

思想动力。 

第二， 党史文化昭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对培育社会 

主义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政治认同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人 

们对其所属政治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政治归属感以 

及政治参与过程，是政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 

前提和坚实基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不断探寻适合中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了共同理想，形 

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为寻找适合中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长期艰苦的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 

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 

命道路，把中国革命事业推向社会主义前途。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勇于探索，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符合 

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华民 

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发展进 

步的历史充分彰显了“中国模式”的独特魅力。党史 

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道路的艰苦历程，同时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信念。党史文化不仅让中国赢得了世界的认同，更 

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党史文化对唱响社 

会主义的主旋律，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培育社会主 

义政治认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具有重要作 

用。 
(三) 从文化的价值导向看，党史文化积聚了丰富 

的资政育人资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信仰体 

系的构建具有导向和整合作用 

文化的价值导向是指: “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 

和先进的价值指向，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所具有 

的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 ” [3] 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 

形态，能够赋予人们崇高的价值追求、远大的理想和 

高尚的道德。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 

实践中培育了丰富的资政育人资源，对于塑造崇高的 

理想信念，发挥道德教化功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党史文化具有价值导向和价值塑造功能， 

凝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支撑。 

文化的形态和作用极为广泛，先进的文化理念对 

人们的价值理念、 道德养成和精神培育具有重要影响， 

具有鲜明的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党史文化作为 

中国共产党历史创造的精神成果，凝聚了党的历史发 

展进程中先进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 

心构成与具体体现。90多年的党史文化用鲜活而生动 

的史实诠释了理想与信念、执着与奋斗、担当与奉献 

的精神实质，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崇高 

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民族核心价值理念的集中体 

现，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涵与价值取向上 

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丰富的党史文化思想内涵是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党史文化中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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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先进精神内涵能够发挥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 

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弘扬 

党史文化，开展党史文化教育能够发挥优秀精神文化 

的思想导向作用，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积淀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心理支撑，在全社会形成昂扬向上的精 

神状态和积极乐观的社会心理。 

第二， 党史文化具有社会育人功能， 有利于全社 

会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 

道德价值是社会和谐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撑，没 

有崇高的道德价值就没有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根基， 

道德教化是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养和国民素质的一个 

重要途径。 党史文化蕴含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 

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 

精神支撑，具有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的强大动力，有利 

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社会共有的道德 

基础。充分运用党史文化的育人资源，发挥党史文化 

的道德教化功能，使党史文化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和 

高尚道德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心理素养，不 

断改造和提升公共道德生活，塑造高尚的道德品质。 

同时注重党史文化资源的转化与表达，通过影视、文 

学、艺术等形式，把党史文化用鲜活生动的形式表现 

出来，使党史文化资源成为对全体人民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的第二课堂、培养民族精神的乡土教材、陶冶情 

操的示范经典、拓展素质的有效载体。 

三、以党史文化的科学发展推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 

关于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 

伊尼汉这样表述： “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 

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 
[4]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文 

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我们应以高度的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 

不断探索党史文化科学建设的途径和方式。以理论创 

新为前提、以深化研究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路径， 

不断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以党史文化的科学发展推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同时也使党史文化 

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延续和发展。 
(一) 推动党史文化创新，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科学内涵，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 

力 

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与时俱进，需要不断适应时 

代发展的步伐，不断创造符合时代发展的文化理念和 

文化形态。 弘扬党史文化应树立新理念，把握新形势， 

抓住新机遇，深刻把握党史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党 

史文化科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用创新带动发展， 

不断推动党史文化创造，塑造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创 

新性的党史文化，用丰富的党史文化理论成果推动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首先，党史文化创新应把握 

科学性。当前党史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 

学理念，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挥马 

克思主义在党史文化建设中的引导功能，用理论的理 

想、文化的精神把亿万人民紧紧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下。其次， 党史文化创新应具有独创性。 

党史文化创新需要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继承 

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党史文化独创性创造。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 

容也需要与时俱进并具有实践性，我们应加强马克思 

主义理论创新，加强党史文化创新，不断丰富以马克 

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这样 

才能统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二)  深化党史文化研究，推动党史文化成果转 

化，丰富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增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7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党史工 

作会议上指出： “深入研究党的历史， 认真学习党的历 

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 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 

要的工作。 ” [5] 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发挥党史文化资政 

育人功能， 应不断深化党史研究，鼓励党史文化创造， 

以党史研究带动党史文化创造，推出具有正确政治导 

向和舆论导向的党史文化作品。党史文化研究应树立 

开放的学术意识，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视角，加 

强党史基本著作和党史普及读物的研究编写，发挥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推动作用，着力推出高质量的 

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同时注 

重党史文化成果的转化，深刻认识党史文化成果转化 

方式的多元化，增强主动意识，利用多种形式不断推 

动党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扩大党史文化 

成果的社会效益，使干部群众从中受到鼓舞、得到启 

迪，增强精神力量，充分发挥党史文化思想育人、模 

范示人的积极作用。丰富的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 

多元化的党史文化成果表现形式，有利于在全社会形 

成普遍的、深刻的文化感知，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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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宽党史文化宣传教育平台，改革与创新党 

史文化传播机制，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 

广泛性和成效性 

党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传播，通过创新党 

史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载体，拓宽党史文化宣传教育 

平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增强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广泛性和成效性。首先，在宣 

传和普及党史文化的实践中， 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方式， 

加强对现代传媒方式的开发和利用，建立多形式的党 

史文化传播机制， 更加主动的占领宣传舆论的主阵地， 

加强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与整合。其次，创新党 

史文化表现形式推动党史文化大众化。党史文化宣传 

教育要注重受教者的主体地位，合理把握人民群众的 

文化心理需求，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展 

现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运用生活活泼的语言表达， 

使党史文化更能贴近人民群众，更符合社会大众的心 

理需求。最后，拓宽党史文化的宣传教育平台，探索 

党史文化育人新途径。建立党史陈列馆、红色广场， 

推进党史文化的社会渗透力；加大党史网站建设的力 

度，鼓励制作适合互联网的党史文化作品，创建党史 

文化的综合传播平台。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 

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将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弘扬 

党史文化，推动党史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的整合与构建需要持续努力和不断创新，以党的十 

八大精神为思想动力， 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推动党史文化繁荣发展，使党史文化的精神资源在推 

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造福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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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Party  history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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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 history culture takes Marxism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which insists the communist lofty ideal faith 
and  the  collectivistic  core  value  principle,  reflects  th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requirements  and  possesse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Party history cultur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and 
constructing new  cultural  patter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re  ver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y,  strengthen Marxism as social mainstream ideology status,  further intensify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identity, construct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realize the great China dream, we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 history cultural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cultural awarenes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Key Words: the Party history culture; the value of the Party history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history culture; 
the 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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