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铁红色专列

 热点事件

6 月 9 日上午，由武汉地铁集团推出的“初心号”地铁红色专列在 1 号线、2 号线同时

首发，市民们纷纷乘坐专列，感受这座特别的“移动红色博物馆”。据了解，“初心号”将

运行 1个月，红色文化传播预计将覆盖 3500 万人次。

英雄之城武汉，红色革命传统积淀深厚。百年来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历史伟业、

铸就的伟大精神，在武汉得到了充分体现。武汉地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一直在思

考，怎样用好武汉丰富的红色资源，让红色文化成为武汉的城市名片？地铁独有的空间优势

和客流优势，就是一个很好的流动红色文化宣传阵地。所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我们在市委宣传部、市国资委的指导下，开通了武汉地铁红色专列‘初心号’，打造一座‘移

动红色博物馆’，让市民、乘客乘坐地铁时也能重温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历史脉搏。”

在洪山广场地铁站，记者搭乘了首发的 2 号线“初心号”红色专列。2 号线是中国首条

穿越长江的地铁，2号线“初心号”专列着重车厢内部设计，6 节车厢图文并茂地回顾了中

国共产党在武汉的百年光辉历程。大家不仅可以了解中共一大至十九大的相关史实，还可以

了解八七会议会址、中共五大会址等 16 个武汉著名红色旧址的历史地位及相关文物展陈信

息，更可以通过一系列精美大气的照片，感受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武汉的沧桑巨变。

 各方观点

@环球网：专列上介绍的每个红色旧址，都有乘坐地铁前往的路线提示，充分彰显了“武

汉地铁红色专列”特色。专列上还有一个“点赞红色群聊”的巧妙设计，它将市民、乘客对

中国共产党、对祖国、对家乡的赞美用文字呈现了出来。这些留言，都来自于此前在大武汉

APP 的线上征集，真实且感人。

@人民网：打造沉浸式、开放的、行走的“思政大课”，最大限度地汇聚育人资源，引

导和激发青年学生从党史学习教育中砥砺理想信念，从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成长力量，青春

向党，永远跟党走，建功新时代。

@武汉发布：记者搭乘了首发的 2 号线“初心号”红色专列。2号线是中国首条穿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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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地铁，着重车厢内部设计，6 节车厢图文并茂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百年光辉历

程，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审美性、服务性、互动性。在 2 号线专列上，大家不仅可以了解中

共一大至十九大的相关史实，还可以了解八七会议会址、中共五大会址等 16 个武汉著名红

色旧址的历史地位和相关文物展陈信息，并通过一系列精美大气的照片，感受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汉的沧桑巨变。

@云南网：昆明红色文化地铁专列正式在三号线上线，将地铁车厢打造成流动的“红色

课堂”。此次党史学习教育红色文化专列有红色精神、时代楷模、红色基地、红色课堂、红

色故事、四史学习等六大主题。让乘客在乘车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党史学习教育，重温我党

波澜壮阔的历史，合力奏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交响乐章。

 模拟题

近日，由武汉地铁集团推出的“初心号”地铁红色专列在 1 号线、2 号线同时首发，市

民们纷纷乘坐专列，感受这座特别的“红色博物馆”。对此，你怎么看？

 参考解析

作为最大客流量的公共交通，地铁是发扬和宣传红色精神非常好的载体，红色专列的设

置，让乘客在乘坐地铁时既能感受到民族的历史脉搏，又能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首先，设立地铁红色专列的初衷是展现党的历史，打造移动红色博物馆。比如武汉的初

心号车厢上，以时间为序，图文并茂地回顾了中共一大至十九大的相关史实。上海的红色地

铁将沿线的红色资源融入其中，让人们不出站就能了解到城市里的红色资源。

其次，红色专列旨在传承红色精神，打造红色文化的宣传阵地。地铁实际上成为沉浸式

的思政课，列车中一个个微视频，背后都是鲜活的历史人物和真实故事，能够引导广大市民

从党史学习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激励青年人从传承红色基因中树立文化自

信，吸取成长的力量。

最后，红色专列也丰富了市民生活，打造出了人文城市的靓丽名片。一方面，红色专列

以鲜艳耀眼的红色重装亮相，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另一方面，在红色专列上有打卡、互动

等线上活动，从而能让民众有渠道交流，表达出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

总的来说，红色专列集历史性、审美性、服务性、互动性于一体，值得全社会的关注与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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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完善红色专线的建设。打造红色专线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口号，不是一个大而

化之的事情，反而要注重细节，比如在列车上展现市民关于红色精神的摄影作品，再比如在

地铁站的作品中增加扫码功能已进行更详细的线上讲解，又或者设计有趣的问答鼓励群众参

与等等。总的来说，红色专线的建设要将人文与科技相融合，将主题与细节相结合。

第二，要对红色地铁专线进行个性化的推广，来增加城市的红色基因。当前，武汉、上

海、长沙分别设立了红色专线，这样的方法值得各个城市学习。但是在学习过程中，要因地

制宜，结合城市自身将红色宣传与城市的文化特色结合在一起。不脱离实际，才能增强民众

的参与感。

第三，开展党史学习活动，不能仅靠红色专列，而是要融入丰富多彩的活动模式。要把

党史的学习和党的精神学习融入到乡村振兴中，融入到企事业单位日常活动中，融入到基层

社区建设中。多寻访红色足迹，多开设党史云课堂，多邀请老党员上党课……让各种各样的

载体模式充分结合，让党史学习能够潮流起来。

总而言之，在政府的引领下，全社会用好红色资源，打造红色名片，用各种方法让民众

与党史来一次美丽的邂逅，这是对党的百年诞辰最好的献礼。

红色专列将百年来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历史伟业、铸就的伟大精神融汇其中，让

民众与党史来一次美丽的邂逅，这是对党的百年诞辰最好的献礼。

 思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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