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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Theory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

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

神财富。”红色家风作为红色资源

的家庭化呈现，蕴含集体主义价值

与家国同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

来，传承红色家风成为新时代文化

建设的重要任务，其承载的理想信

念与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需求高度

契合。但在多元文化冲击与复杂价

值取向影响下，部分大学生出现家

国意识弱化、责任担当缺失等问

题。分析红色家风培育家国情怀的

内在逻辑，构建实践路径，既是赓

续红色基因、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

所需，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育时代新人的关键。

一、红色家风培育大学生家国

情怀的内在逻辑

红色家风培育大学生家国情怀

的内在逻辑，植根于马克思主义集

体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家国同构

理念的深度融合。其通过代际传承

的家庭叙事，将革命理想信念转化

为具象化的价值符号，在情感共鸣

与认知建构中，实现红色文化基因

从历史记忆向当代大学生精神品格

的创造性转化。

（一）价值导向的一致性

“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

好，民族才能好。”红色家风与大

学生家国情怀培育在价值导向上存

在深层关系。从精神内核来看，红

色家风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在革命、建设与改

革实践中形成的理想信念、使命担

当与奉献精神，其核心要义如爱党

爱国、艰苦奋斗、为民服务等，与

家国情怀中“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责任意识、“苟利国家生死

以”的牺牲精神高度契合。在价值

目标层面，红色家风致力于塑造具

有坚定政治立场、高尚道德情操和

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个体，而大学生

家国情怀培育旨在培养堪当民族复

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二者均指向个

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国家利益的有

机统一。从价值实现路径分析，红

色家风通过代际传承、家庭教化的

方式，将红色基因融入日常生活实

践。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则依托思

政教育、社会实践等载体，引导青

年学子在认知、情感与行动层面深

化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这种价值

导向的一致性，为以红色家风为载

体培育大学生家国情怀提供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可能。

（二）情感培育的相通性

红色家风与大学生家国情怀培

育在情感培育层面存在深刻的内在

相关性。从情感生成机制来看，红

色家风蕴含的革命先辈对国家民族

的深沉眷恋、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

守，通过家庭叙事、言传身教等方

式形成情感记忆，与大学生在成长

过程中对国家历史文化、民族精神

的认知体验相呼应，共同构建起情

感共鸣的基础。在情感特质维度，

红色家风所传递的爱党爱国之情、

血脉相连的家族亲情，与家国情怀

中“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

情感逻辑相通，二者均强调将个体

情感升华为对国家、民族共同体的

归属感与认同感。从情感培育路径

而言，红色家风通过家庭场域的情

感浸润，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个

体情感认知与价值取向；大学生家

国情怀培育则借助红色教育资源、

社会实践等载体，激发青年学子对

国家命运的共情体验与责任担当。

这种情感培育的相通性，使红色家

风成为触发大学生家国情怀情感共

鸣、实现价值内化的重要媒介，为

家国情怀培育提供了情感动力与精

神支撑。

（三）文化传承的持续性

红色家风与大学生家国情怀培

育在文化传承的持续性维度呈现出

紧密的逻辑关联。从文化基因赓续

视角看，红色家风凝结着中国共产

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积淀的革命

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承载着

“半条被子”“焦裕禄精神”等红

色文化符号，这些文化基因通过家

庭代际传递的方式实现延续，与中

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传统价值体系一脉相承，为大学生

家国情怀培育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

壤。在文化传承机制上，红色家风

以家庭为文化传承的微观单元，通

过口述历史、家风故事等具象化载

体，将红色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

践行的生活准则；而大学生家国情

怀培育则依托学校教育、社会传播

等宏观场域，以课程思政、红色研

学等多元形式，将红色文化融入青

年的认知体系与价值塑造过程。二

者共同构建起“家庭—学校—社

会”协同的文化传承路径，实现红

色文化从个体家庭记忆到社会集体

记忆的转化。这种文化传承的持续

性，不仅强化了红色文化的生命

力，更为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培育提

供了丰厚文化滋养，推动红色家风

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代际延续与创新

发展。

二、红色家风培育大学生家国

情怀的现存问题

在社会转型、教育现代化与数

字技术革命的多维交织下，红色

家风培育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实践

面临系统性挑战，具体表现为代

际传递弱化、教育方式单一、价

值认同较低与时代适应性不足四

个方面。

其一，代际传递弱化。社会转

型和文化变迁下，红色家风代际传

递面临危机。家庭是文化传承的基

础单元，其效能直接影响红色文化

基因存续。工业化、城市化和快节

奏生活压缩了文化传承空间，传统

传递模式衰微。红色家风代际传递

是情感记忆与价值认知的再生产过

程。年轻家长因对红色家风认知碎

片化，缺乏对核心价值的深度理

解，难以发挥“文化中介”作用，

导致红色家风无法有效转化为子代

的精神资源。这种弱化动摇了红色

文化传承的家庭根基，可能导致青

年群体红色基因认知断层，红色家

风培育面临问题。

其二，教育方式单一。在教育

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红色家风教育

存在形式化和教条化问题。部分高

校仅将红色家风教育简化为革命历

史事件的复述和理论输出，未与新

时代青年需求结合，导致教育内容

与现实生活脱节，缺乏情感共鸣和

实践指导。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知识的内化需通过情境化、具

身化的认知建构过程，但当前教育

方式仍深陷“填鸭式”教学窠臼，

过度依赖课堂讲授、文件传达等传

统形式，未有效利用VR数字技术

等多种方法激发学生主动性。这种

教育方式削弱了教育吸引力和感染

力，影响了教育内容向学生价值认

同和行为自觉的有效转化，导致红

色家风培育存在“入眼不入心”的

问题。

其三，价值认同较低。在市场

经济深化与社会转型加速的时代背

景下，红色家风培育面临价值认同

问题，突出表现为功利化取向对红

色精神内核的消解和大学生群体认

知与行为的二元割裂。功利化倾向

削弱了红色精神，大学生在追求短

期利益时与红色家风倡导的集体主

义和奉献精神产生冲突。物质利益

的追求使红色家风的核心价值被边

缘化，其教育影响力减弱。尽管大

学生在认知上理解红色家风的重要

性，但在行为上难以实践这些价

值。这种知行脱节反映了社会现实

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差距，以及青年

价值认同体系构建的复杂性。

其四，时代适应性不足。在数

字化与全球化深度交融的今天，红

色家风教育遭遇传统叙事与现代生

活脱节、网络信息环境冲击的双重

挑战。传统红色叙事多以革命历史

的宏大话语与英雄事迹为主，其严

肃厚重的表达范式与当代青年追求

个性化、生活化的认知偏好形成鲜

明对比，致使红色文化符号在青年

群体中产生时空疏离感。由于未能

将红色家风精神内核与现代生活场

景、个体成长需求相衔接，难以激

发青年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网

络信息环境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了

红色家风教育的适应性问题。社交

媒体时代，多元价值观念与历史虚

无主义言论快速传播，干扰青年价

值判断。红色家风在碎片化、娱乐

化的信息洪流中，面临被解构、误

读的风险，严重影响红色家风在新

时代的价值引领功能。

三、红色家风培育大学生家国

情怀的实践路径

在民族复兴征程中，红色家风

作为家国同构的文化载体，是培育

大学生家国情怀的重要资源。然

而，当前红色家风育人实践面临多

元价值观冲击、教育体系跨学科整

合不足、实践场域缺失等问题。应

通过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与个体

协同的育人体系来推动红色家风内

化为大学生精神品格。

（一）强化家庭教育主体作

用，筑牢家国情怀根基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

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

要重视家庭建设”。家庭作为红色

家风传承的核心场域，承载着情感

浸润与代际文化再生产的关键功

能。新时代背景下，需从氛围营造

与实践创新双向发力，激活家庭教

育的育人效能。其一，家长应主动

构建红色文化浸润场景，通过口述

革命先辈事迹、共读红色家书等叙

事方式，将红色精神融入日常生

活；依托家庭会议、节庆仪式等载

体，将抽象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具象

化的价值传递场景，实现家庭伦理

与家国同构的深度融合。其二，注

重知行合一的实践教育，通过组织

走访革命老区、聆听老红军故事等

沉浸式活动，引导大学生在历史场

景中感受革命精神，将对家庭的情

感认同升华为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担当，推动红色家风内化为价值准

则与行为自觉。

（二）深化学校教学体系融

合，增强实践育人能力

高校需以课程创新与实践拓展

为抓手，构建系统化、立体化的红

色家风教育体系。在课程建设方

面，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历史

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资源，打造

“红色家风与家国情怀”专题课

程，通过“理论阐释—历史溯

源—艺术表达”的跨学科教学模

式，增强教育的理论深度与感染

力。例如，以思政课钱学森“学

成必归”的家国情操、历史课陈

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信仰

故事为教学案例，实现红色文化

的具象化传递。在实践育人层

面，可以开展“红色家风寻访”

“社区志愿服务”等主题实践活

动，同时依托校园文化节、红色

社团等载体，营造沉浸式文化氛

围，推动学生在参与中深化价值认

同。

（三）优化社会环境建设，形

成多元传播合力

社会层面需整合资源、创新载

体，构建红色家风传播的一体化机

制。一方面，深化校地、校企协

同，推动红色教育基地与科技企业

合作，运用AR/VR等前沿技术，

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沉浸式学习

场景，实现抽象精神的具身化呈

现，契合青年大学生认知特征。另

一方面，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

作用，通过“红色家风传承者”系

列报道、艺术化节目创作（如《故

事里的中国》）等形式，强化社会

传播效能。同时鼓励大学生利用短

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平台，自

主创作红色主题作品，形成“官方

引导+青年共创”的传播矩阵，扩

大红色家风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

力。

（四）激发学生主体意识，促

进自我教育成长

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激活学生

主体性，实现从“被动受教”到

“主动成长”的转变。其一，引导

学生通过自我反思制订个人成长计

划，将红色家风的理想信念、责任

担当等价值要素，转化为学业发

展、社会实践的具体目标，形成目

标导向的自主学习机制。其二，构

建朋辈互助育人模式，以军烈属家

庭学生为主体组建“红色家风宣讲

团”，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与群体动

力机制，通过同侪引领、情境化宣

讲引发情感共鸣，将个体家庭记忆

转化为集体文化认同。这种方式突

破单向教育的模式，以“生活化”

的形式实现价值共振，推动红色家

风从个体传承升华为群体意识凝

聚，从而强化育人实效。

四、结语

红色家风培育大学生家国情怀

的研究，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中国化在家庭场域与教育实践中

的深度探索。其内在逻辑体现为革

命文化基因的代际传承与当代价

值重构的辩证统一，通过价值传

导、情感共鸣与认知建构三重维

度，构建起从历史记忆到现实认

同的转化机制。实践路径的创新

则需突破单一教育范式，构建家

庭濡染、学校教育、社会协同与

个体自觉的立体化育人体系。未

来研究需进一步深化多学科交叉

融合，探索数字化时代红色家风

传承的新范式，从而推动理论研

究与育人实践的双向赋能，最终实

现红色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快节奏的城市中，通勤者需

要高频进行交通工具换乘，传统雨

伞的抗风能力不足、收纳效率低

下，使用过程常导致雨水滴溅、通

行受阻，这些问题不仅降低了个体

出行效率，还加剧了城市公共资源

的消耗与环境维护成本。反向折叠

伞的应用有效解决了上述难题，其

不仅能优化个体用户的雨天体验，

更有望降低城市公共空间的运维压

力。基于此，文章将着重探讨此类

雨伞的优化设计，使其更符合城市

需要，并为城市日用品的创新设计

提供方法参考。

一、反向折叠伞的结构创新与

功能优化设计

反向折叠伞是一种新型雨伞，

其独特的设计使其在使用时更加

方便，尤其是在雨天上下车时，

能有效避免弄湿车内。传统雨伞

在收合时伞面朝外，雨水随伞面

自然滑落后仍会残留在外层，导

致收起时容易沾湿衣物，而反向

折叠伞收伞时伞面向上聚拢折

叠，形成自然的雨水截留空间，

不仅解决了传统伞收合时雨水外

溢的问题，还将伞杆与伞骨的连

接点从单向受力改为多向联动，

提升了抗风性能。反向折叠伞的

功能优化体现为：伞柄内置弹簧

装置与磁性锁扣联动，单手按压

即可实现快速开合；伞面材料采

用复合型疏水涂层，配合伞骨轻量

化合金框架，整体重量明显轻于传

统雨伞，且便于日常携带。伞顶设

计了环形导流槽，能在暴雨中引导

雨水沿特定路径快速排出，减少伞

面积水导致的重量累积。

二、反向折叠伞在城市生活场

景下的应用

反向折叠伞伞体折叠时体积缩

小近半，使用者可轻松放入随身

包袋，避免了雨天手持伞具造成

的行动阻碍；伞柄底部的磁吸接

口 设 计 使 其 能 吸 附 在 地 铁 扶

手、办公桌边缘等金属表面，

解决了公共场所无处放伞的难

题。伞骨内置的智能感应模块

还能与共享雨伞桩联动，通过

扫码实现即取即用，进一步简

化借还流程。反向折叠伞使用

的疏水涂层不仅加速了雨水滑

落，还能在收伞后保持外层干

燥；伞骨抗风结构通过多节点

联动分散压力，确保强风天气

中伞体不易变形、翻折；一些

反向折叠伞还能当遮阳伞用，

满足防晒需要。

三、结语

综上，反向折叠伞的“内收式

折叠”与复合材料的协同作用不仅

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雨伞收合滴

水、抗风性弱等痛点，还显著优化

了城市居民在雨天场景下的移动体

验。后续可进一步探索材料科技与

智能硬件的深度融合，开发可降解

环保伞布，从而推动反向折叠伞从

个体消费品升级为智慧城市基础设

施，助力雨天资源的高效配置，提

升公共服务质量。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人

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安徽省《省属企业三项制

度改革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下称“三改方案”）指出，

深化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是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公司

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增强企业

内在活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举措。国企“三项制

度”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改革

内容即推动管理人员“能上能

下”取得新突破。打破“铁交

椅”，实现能者上、庸者下，

激发组织活力，打造良性生

态，建全人才机制，有助于企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国

资委《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

管理提升行动的通知》、安徽

省国资委《三改方案》，指出

在国企开展三项制度改革，推

动实现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

工能进能出、薪酬能增能减。J

公司作为省属国有企业，按要

求推进改革工作。

通过全面了解J公司管理人

员能上能下工作现状，统计分

析J公司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等基

本数据，全面挖掘管理人员能

上能下好的经验及做法、存在

的问题及不足，提出改进举

措。

根据分析结果，为J公司管

理人员队伍建设提供管理建

议，帮助J公司及类似企业在管

理人员能上能下方面出谋划

策，提高企业管理人员队伍建

设工作质量，营造良好的人才

环境，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激

发干部队伍活力，保持企业核

心人才竞争力，从而保障企业

的竞争力。

二、研究设计及统计分析

（一）研究设计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访

谈法、座谈法、查询文献法开

展研究。通过网络向J汽车公司

下属控股公司发放问卷并收

集；通过座谈交流、个别访谈

对J公司下属控股企业组织人事

部门部长、人事专员进行收集

信息；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

解国企管理人员“能上能下”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根据收集

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找

出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存在的问

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从而找出解决对策。

（二）统计分析

1 .近三年管理人员能上能

下基本情况。J公司管理人员能

上 能 下 共计 7 9 人 次 ， 其 中

“上” 5 8人次，“下” 2 1人

次。截至目前，管理人员共计

135人。

新聘任管理人员58人，主

要通过竞争上岗、民主推荐方

式开展，其中竞争上岗51人次

（ 含 集 体 起 立 重 新 竞 聘 上

岗），民主推荐7人次。竞争上

岗占比87 . 93%，民主推荐占比

12 . 07%。

2 .近三年管理人员能上能

下工作特点。管理人员退出人

数每年不均衡，2022年退出13

人、2023年退出1人，2024年至

今退出7人。新聘任管理人员数

量逐年减少，2022年新聘任管

理人员39人、2023年14人、2024

年至今5人。竞争上岗人数逐年

减少，2022年管理人员竞争上

岗33人、2023年14人、2024年至

今4人。竞争上岗人数随新聘任

管理人员数量减少而减少。

3 .近三年管理人员能上能

下工作成效。（1）健全机制，

管理人员能上能下通道畅通。J

公司逐步建立管理人员能上能

下工作机制，建立《基层管理

人员选拔任用管理办法》《基

层 管 理 类 岗 位 竞 聘 管 理 办

法》，进一步健全完善管理人

员竞争上岗机制。建立《管理

类人员退出工作实施方案》，

分类实施，按到龄退出、考核

退出、违纪退出等类型开展，

合理稳妥安排管理人员退出工

作，将退出的管理人员安排到

企业顾问、项目管理、内训教

师等岗位，保障退出人员待

遇。（2）持续推进，管理人员

能上能下工作取得突破。一是

在低职级管理岗位开展竞争上

岗的基础上，推进中高层管理

岗位开展竞争上岗，如开展下

属某控股公司负责人岗位的竞

聘上岗工作，打破以往由上级

党委直接推荐任命的局面。二

是，竞争上岗人数近三年累计

占 新 聘 任 人 员 比 例 增 加 到

87 . 93%，竞争上岗比例增大。

三、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存

在的问题

（一）管理类岗位编制管

控严格，能上能下受到限制

目前，集团公司对J公司管

理类岗位编制管控严格，各级

管理类编制职数较少，配置人

员少，一个职能部门的正职或

副职，仅允许配备一人，即有正

职无副职，或者有副职无正职，

不得同时配备正职和副职。领导

干部队伍中多数为40—50岁的中

年人，短期内流动性差，管理

类岗位空不出来，基层年轻人

员晋升机会少，存在“熬年

头”现象。

（二）干部管理体制仍需

健全，人才退出机制存在障碍

一是J公司目前仅建立《管

理人员退出工作实施方案》，

尚未建立正式的管理制度。二

是设定人才退出机制时缺乏明

确的量化标准，尤其在评价干

部岗位是否应退出时，指标定

义含糊、考核尺度不一。三是

干部退出仍然受传统观念影

响，部分领导层人员秉持“稳

妥为主”的思想，担心实施退

出机制引发组织内部的负面反

应，此种心态加剧了退出工作

的难度。此外组织内也存在

“一下难再上”的刻板印象，

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退出工作

的开展。

（三）不适宜担任现职的

干部退出难

中共中央办公厅《推进领

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虽然

与干部任期制、干部问责制等

相衔接，列举了若干不适宜

担任现职的情形，但列举的

诸多条款多为政治表现、担

当作为等虚化的要求，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真正庸懒散

怠、能力不足、事业心不强

的干部难以被这个网洞过大

的“筛网”过滤，导致不适

宜担任现职的干部以及资历

久但缺乏干事创业热情的老干

部难以被淘汰。

四、管理人员能上能下解

决对策

（一）树立正确的管理观

念，培育能上能下的组织文化

企业应树立领导干部能上

能下的管理工作理念，各级领

导干部要增强意识，从内心深

处认同、支持管理人员退出工

作，形成企业管理理念，潜移

默化，“能上能下”工作方能

在浓厚的文化沃土上生根开

花。

（二）持续健全管理人员

能上能下工作机制

在“能上”方面，继续实

施竞争上岗、公开竞聘、组织

推选、公开遴选等方式开展管

理人员选拔任用工作。在“能

下”方面，竞争上岗既是“能

上”的途径，也是“能下”的

渠道，竞争不成功者退出现有

岗位；建立年度考核、任期考

核机制，推动管理人员考核退

出；继续实施到龄退出，将空

缺出来的管理岗位留给优秀年

轻人员担任，吐故纳新，保持

组织活力。此外，不能对退出

人员“一棍子打死”，要留有

“复活”的机会，对绩效优

异、能力突出、尚且年轻的退

出人员，在符合条件的前提

下，允许参与不高于原任职务

的竞聘。

（三）完善编制管理工作

进一步规范公司编制管理

工作，设置合理的职级对应的

编制职数，促进管理人员队伍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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