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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勇于直面矛盾，在解

决 矛 盾 的 过 程 中 推 动 事 物 的 发

展。作为医学生，更要敢于同疾

病作斗争，救死扶伤，做健康中国

的守护者。”近日，南昌医学院组

建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以“矛

盾”为题，为学生讲授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思政课。

老 师 用 鲜 活 生 动 的 事 例 、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 ，带 来 一 堂 富

有 思 想 性 、理 论 性 和 亲 和 力 的

思政课，引发了同学共鸣。“思政

课 的 内 容 与 我 们 的 专 业 知 识 结

合，案例让我触动。作为江西卫

生健康事业的接班人，我要把青

春 与 热 情 贡 献 给 医 学 事 业 。”该

校 2021 级 红 医 卓 越 班 中 医 学 专

业的学生郑紫薇说。

专 业 思 政 和 课 程 思 政 是 学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近年来，南昌医学院立足医

学 院 校 实 际 和 医 学 生 命 价 值 观

的特点，充分汲取江西丰富的红

色 卫 生 文 化 资 源 ，积 极 探 索“ 红

医 文 化 ”思 政 教 育 新 模 式 ，着 力

打造最美思政课。

“ 我 们 立 足 课 堂 ，结 合 专 业

特色，开设《红色卫生文化》等精

品课程。”南 昌 医 学 院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一 课 多 师 ”团 队 教 师 蔡

伊 琳 介 绍 ，学 校 通 过 开 展 主 题

鲜 明 、形 式 多 样 的 实 践 教 学 和

情 景 教 学 ，以“ 行 走 课 堂 ”的 形

式 促 进 学 生 知 行 合 一 ，用 红 医

历 史 、红 医 故 事 、红 医 人 物 教

育 引 导 青 年 系 统 了 解 和 掌 握 红

医 文 化 的 内 涵 。 截 至 目 前 ，南

昌 医 学 院 入 选 教 育 部 课 程 思 政

示范课程 1 门、省级课程思政示

范 课 程 3 门 ，入 选 省 级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精 品 项 目 1 个 。

学生对思政课的满意度好评率达 93.2%，参加线上线下

思政活动占比超 85%。

学校以红色卫生文化为培养切入点，试点建设“红医

卓越班”，配备思政、专业两支导师队伍，探索协同育人方

式，从“思想引领、专业提升、服务社会”三大部分开展特色

教学实践活动，使学生深入了解“红医文化”，增强职业认

同感和自豪感。“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既有精湛医术，又德才

兼备的医务工作者。”学校学生工作处副处长万云辉说。

建设“薪火传承”文化广场、打造“战疫思政课”品牌、

开展巾帼劳模进校园宣讲活动……学校不断推进思政课

教学模式创新，将“红医文化”全面融入课堂教学、校园环

境、文化活动、网络平台、实习实践等“五大阵地”，把历史

转化为教材、把现场变为课堂，提升学生的参与感和体验

感，让“学、思、悟、行”融为一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内涵丰富，我用数字和您说……”整

齐有节奏的快板声，朗朗上口的宣讲词在教室、食堂、宿舍

等场所响起，赢得师生们的阵阵掌声。

学校陆续成立校级宣讲团、辅导员宣讲团、青年宣讲

团等宣讲团。去年以来，310 余名宣讲成员面向校内外师

生、群众宣讲 700余次，覆盖 3万余人。

此外，学校还组织开展红色走读、赣鄱学子心向党等

系列活动，以舞台剧、视频、手绘画等形式，将红色卫生文

化演出来、拍出来、画出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据统

计，2022 年，全校师生参与校内外志愿服务人数达 7.32 万

人次，服务群众 20余万人。

文化是城市的“软实力”，也是城市发

展的“原动力”。

文 化 繁 荣 和 城 市 发 展 如 何 互 相 促

进？南昌高新区给出了新答案——

以“文化+”方式，在企业、社区、乡村

等延伸文化触角，不断健全现代文化产业

体 系 和 市 场 体 系 ，助 力 文 化 经 营 主 体 壮

大，培育新兴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

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不断增强居民获得

感、幸福感，推动园区发展更进一步。

走进江西兆驰半导体有限公司，一座

可为 4000 余名员工提供阅读服务的孺子

书房引人注目。“我们企业内能有这样一

间别致的书房，大家十分开心，下班后经

常相约来这里坐坐。”该公司自动化检测

车间工人陈立祥欣喜地说。同样受欢迎

的，还有位于南昌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

党群服务中心的孺子书房·红色分馆。这

家 书 房 面 积 约 90 平 方 米 ，藏 书 3200 册 。

“以前都是工厂、宿舍两点一线，如今孺子

书房建起来了，极大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

活。”园内企业江西华视光电有限公司员

工刘海平说。

将文化空间“搬”进企业，是南昌高新

区增强文化供给的一个创新举措。结合高

科技工业园区实际，南昌高新区以“企业+
公共文化”的方式，鼓励重点企业共建共享

公共文化场所，在全区营造浓厚的文化氛

围。目前，南昌高新区已建成 6 家孺子书

房，计划 2 年内建设 8 家。这些书房均可

实现图书通借通还，为企业和周边居民打

造悦享文化的“15分钟便民阅读圈”。

提起开发区，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机器

轰鸣的工厂和塔吊林立的项目，然而在南

昌高新区，却是一幅湿地与城市共生、经

济和文化相融的和谐景象。

鱼尾洲湿地公园获得国际景观设计的

重要标杆——2022 年国际 AZ Awards 大

奖；艾溪湖美书馆入围中宣部“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鲤鱼洲白鹤

小镇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这两

年，南昌高新区多个文化项目获得业内重

量级奖项，一个个颇具特色的文化地标补

齐了没有重大文化场馆的短板。

聚焦社区周边打造小而美、美而精的

城市阅读空间，南昌高新区引进专业人才

和机构，对文化空间进行运营和管理，一

批美而精的图书馆、美术馆、湿地公园相

继建成，并迅速成为文化地标，吸引大批

游客前来参观打卡。去年，南昌高新区各

图书馆开展线上和线下文化活动300余场，

服务群众 150 万余人次。为有夜读需求的

读者开设的“深夜图书馆”累计运营超 2600
小时，举办演奏会、读书会等夜间文化活动

近百场，累计10万余人次夜间入馆。

如今，南昌高新区已形成以“一圈（15
分钟文化圈）、两节（瑶湖艺术节、瑶湖读

书节）、三馆（瑶湖书房、艾溪湖美书馆、高

新区图书馆）、多点（24 小时智慧书屋、各

实体书店、社区阅览室和农家书屋等）”为

载体的“文化高新”品牌。

在南昌高新区，不仅城区实现了“文

化+”蝶变，乡村也享受到了丰富的文化滋

养。前段时间，南昌高新区“送戏下乡”活

动走进麻丘镇多个村庄，为村民送去文化

大餐。“我们村老人比较多，平时走动少，

村里比较冷清，举办送戏、送电影下乡等

活动，老人和小孩都很高兴，全村的氛围

跟着活跃了起来。”麻丘镇金凤村委会负

责人王国庆说。

南 昌 高 新 区 精 心 挑 选 具 有 一 定 规

模 、具 备 相 应 资 质 的 艺 术 表 演 团 体 承 接

演出活动，并积极联系南昌市电影公司，

委托其为农村地区开展“送电影下乡”公

益 活 动 ，进 一 步 丰 富 基 层 群 众 精 神 文 化

生活。

生态美、产业兴、文化昌。作为全省

开发区的龙头和产业发展的主阵地，南昌

高新区聚焦提升文化产业内生动力，积极

培育新兴文化业态，陆续建设新经济产业

园、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等，吸

引大批文化产业企业入驻。目前，南昌高

新区在文化创意、软件信息、智能装配、流

量经济、数字传媒、移动终端应用等文化

科技产业领域，已汇聚新经济新业态企业

3000余家，从业人员突破 6万人。

1933 年 5 月 30 日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中 央 苏 区 第 一 次 体 育 运 动 大

会——“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在赤

色首都瑞金叶坪隆重开幕，中央和国

家机关、红军部队和群众代表等近万

人 参 加 开 幕 式 。 来 自 红 一 方 面 军 第

一、三、五军团，江西军区、江西省少

先队，公略、胜利、博生、万泰、安远、兴

国，福建省少先队，上杭、长汀、武平等单

位，以及中央机关，共 180 多名优秀选

手，参加了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

球和田径等18个项目的比赛。

1933 年 6 月 3 日，在闭幕总结大会

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

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赤色体育委员会，民主推举项英、王盛

荣 、邓 发 、张 爱 萍 、施 碧 辰 5 人 为 委

员。这是中央苏区赤色体育运动的最

高领导机构，它一成立就代表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和当时参赛的 180 多名运

动员，一致通过加入赤色体育国际。

“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是“苏区

体育运动的第一声炮”。燃旺了爱国

救国之火。以举办全苏区体育运动会

的特殊方式纪念“五卅”运动 8 周年，

“检阅工农自己的力量，向敌人作总示

威”，激发了爱国热忱，坚定了革命信

念 。 燃 旺 了 团 结 战 斗 之 火 。 确 立 了

“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

人”的赤色体育工作方针，推进“养成

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和健强体格”，增

强了军民凝聚力、战斗力，构筑了粉碎

敌人第四次“围剿”的铜墙铁壁。燃旺

了全民体育之火。官兵同赛、官民同

赛、军民同赛，是“五卅”赤色体育运动

会的鲜明特征，点燃了全民体育运动

薪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赤色体

育运动会的圆满成功，孕育了新中国

全运会的“初始样本”和“基础雏形”，

标志着中央苏区体育运动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

色体育委员会的创建与实践，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发展红色体育事业的重要

“试验田”，孕育了新中国国家体育总

局的机构之根、制度之基、实践之源，

开创了红色体育发展新局面，为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的

体 育 事 业 发 展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历 史 经

验，人民共和国赤色体育事业从这里

走来。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 90 周

年，就是要传承赤色体育薪火，赓续赤

色体育基因，“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

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

育强国”，奋力书写新时代体育事业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传承赤色体育薪火，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
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发展赤

色体育运动，“红军部队开拔到哪里，

体育活动就开展到哪里”。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瑞金成立。随之建立了专门负责体

育的领导机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

部，各地各级均设立了俱乐部、列宁室

等，大力发展军事体育、学校体育和群

众体育。1933 年 6 月，建立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提出实施

“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

人”“养成工农群众集团精神与健强体

格，适合阶级斗争需要”等赤色体育方

针 ，推 动 赤 色 体 育 运 动 蓬 勃 发 展 。

1933 年，中央苏区 3932 个乡中，共有

俱乐部 1917 个，经常参加文体活动的

近 10 万人。在“五卅”赤色体育运动

会上，推举博古、邓颖超、王盛荣、项

英、张爱萍、何长工、杨尚昆 7 人组成

运动大会主席团；聘请博古为总评判

主任，洛甫、邓颖超、凯丰、毛泽东、项

英、杨尚昆、陈云、何长工 8 人为总评

判员。中央苏区党政军群领导的带头

参与，极大增强了“五卅”赤色体育运

动会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历

史和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赤色

体育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领导

带头参与是赤色体育蓬勃发展的关键

所在。这启示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

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体育工作的

领 导 ，深 入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和执行体育

工作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等，广泛开

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和健康中国。

传承赤色体育薪火，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群众
主体。在“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上，

苏区群众踊跃参与，仅开幕式上的观

众就有上万名，群众成为运动会上的

主角。1932 年，闽浙赣省苏维埃《文化

工作决议案》强调：“体育运动应在工

农群众中去开展，发展群众经常做各

种运动，特别是要做战争所需要的运

动 ，如 跳 高 、跳 远 、赛 跑 、游 泳 等 运

动。强健身体，锻炼革命斗争所需要

的技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中 央 苏 区 赤 色 体 育 运 动 在 内 容 上 切

合群众的现实所需，形式上采取群众

最熟悉、最感兴趣的方式进行，使工

农群众真正实现了对体育的参与，充

分享受体育运动的权利，成为体育的

主人。历史和实践证明，践行群众路

线，坚持体育为民，依靠群众、发动群

众、组织群众参与体育运动，是中央

苏 区 赤 色 体 育 运 动 蓬 勃 发 展 的 基 础

与源泉。这启示我们，在前进的道路

上，必须始终坚持“把满足人民健身

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传承赤色体育薪火，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团结
奋斗。在艰苦卓绝的战争条件下，苏

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陋就简

“进行苏区工农劳苦青年群众集团性

的赤色体育运动”，锻造“一种集团的

精神和健康的身体”。在“五卅”赤色

体育运动会上，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大

家只能就地取材，挖上一个土坑，填入

一些河沙，就是跳远赛场；立上两根木

桩，横架一根竹竿，就用来跳高；两张

饭桌一拼就成了乒乓球桌；篮球比赛

的篮筐直接用箩筐取代。由于生活艰

苦，各参赛运动员需自备口粮和路费；

比 赛 的 奖 品 只 是 一 些 很 平 常 的 日 用

品，有的是请各机关团体或个人自愿

募捐置办的。运动会的奖品简单，只

有一些奖旗、彩匾、布五角星、纪念章

以及印有列宁像的手帕、军帽、布鞋、

面巾、日记本等。运动会在 1933 年 6

月 1 日开始，比赛有田径和球类等 18

个项目。当时，“虽然天空飘着小雨，

但运动员依然精神抖擞。”历史和实践

证明，艰苦奋斗是中央苏区赤色体育

运动蓬勃发展的作风支撑，锻造团结

协作精神是中央苏区发展赤色体育运

动的重要目的。这启示我们，在前进

的道路上，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艰苦

奋斗、团结协作的光荣传统，将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分解为体育强

市的具体任务，落实在更大力度推进

全民健身设施建设，落实在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落实

在广泛开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中，更

好 地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传承赤色体育薪火，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守正
创新。中央苏区在发展赤色体育运

动中，充分汲取传统民间体育和旧式

军事体育的有益内容，重点借鉴苏联

成功军事体育模式，并结合苏区战争

实际需要，在工作方针、组织机构、教

学形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在赤色

体育发展方针上，从“文明其精神，野

蛮其体魄”，到“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

骨，战胜一切敌人”，强调体育为革命

服务，凸显了苏区赤色体育运动的鲜

明革命性。在组织机构上，从以学校

组织为主，到全社会共同参与、俱乐部

牵头组织，再到成立赤色体育委员会，

建立了高效完善的组织机构体系。在

规范教学上，教育部门专门制定《体育

教学法》，对体育教学首次进行规范，让

体育教学从此有章可循。历史和实践

证明，守正创新是中央苏区赤色体育运

动蓬勃发展的关键密码。这启示我们，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守

正创新，大力推进体育发展改革创新，

抓住全民健康这个基础，加快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体

教融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力发展体育

产业，持续提振体育消费，助力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大力弘扬体育文化，激

发体育发展内生动力，奋力谱写新时代

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传承赤色体育薪火 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写在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9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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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起来 发展快起来
——南昌高新区打造文化品牌增强城市吸引力之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宋思嘉

坐落在绿色海洋里的艾溪湖美书馆。特约通讯员 周金宇摄

◀ 5 月 25 日，德兴市昄大中心小学举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六一”竹竿舞文艺

演出活动。全校 500 余名学生齐聚操场，欢

快同跳竹竿舞。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摄

▼ 5 月 26 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

将来临之际，南昌市豫章学校教育集团豫

章路校区举行文艺汇演活动，展示学生们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通讯员 胡瑾芬摄

庆“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