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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成

立于2013年，由教育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建。201 5年获批为江西省苏区研究协同创新中

心，201 6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合作共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并获批组建了江西省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中心下设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所等3个研究所和《红色文化学刊》编辑部。《红色文化

学刊》是201 6年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创办的国内唯一一家专门研究红色文化的学术期

刊(刊号：CN36—1 345／D)，国内外公开发行，由赣南师范大学主办，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承办，是国r-8多,I,红色文化研究

者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红色文化学刊》主要聚焦红色文化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设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研

究、多维学科视野下的红色文化、域外红色文化发展动态、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红色文化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红色基因与核心价值观培育、红色资源开发与运用、红色报刊研究等专栏，通

过跨学科创新研究深化学术探讨，开展国际对话，反映国内外红色文化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创新成

果，致力于打造红色文化研究的高端学术平台。为此，我们诚邀广大专家学者惠赐大作，同时也

热忱欢迎广大从事红色文化研究的志同道合者加盟我们。

中心致力于打造苏区研究与红色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地。中心成立以来，--}LL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重大项目获批立项；--手LI：高水平学术论文在《新华文摘》、

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全文转载。中心通过定期出版《苏区研究文库》和《苏区档案辑丛》两个品

牌系列丛书，推出系列高水平学术专著和史料整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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