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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塔吊有条不紊地作业；远处，

钢筋逐渐架出雏形；近处，混凝土搅拌机

嗡嗡作响……贵州省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 ，工 人 正 抓 紧 建 设 长 征 数 字 科 技 艺

术馆。

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由 6 个分馆和

1 个飞行影院构成，整体呈红色飘带状，

借助虚拟现实、全息影像及多媒体声光

电 等 技 术 ，让 观 众 沉 浸 式 体 验 红 色 文

化。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的

特色项目，艺术馆计划明年交付使用。

贵州红色资源十分丰富，红军长征

在贵州时间跨度长、发生重大事件多、活

动范围广，留下丰厚精神财富和众多文

物资源，为建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奠

定了基础。

2019 年 12 月，贵州组建了

由省委书记挂帅的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起内容建

设、规划指导、政策支持、资金保障、数字

再现、工程实施六大工作专班。今年 7
月 1 日，《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

例》正式施行。

建设之初，贵州便确立“一核、一线、

两翼、多点”的总体架构，即以遵义会议

会址及周边文物为核心，以中央红军长

征路线为主线，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长

征遗迹为两翼，加之其他具有代表性的

节点，以线串点扩面，分类分期规划。

据介绍，在具体项目设计上，贵州仍

然在不断优化。比如之前的备选项目不

一定契合现在的需要，要动态调整。为

此，贵州探索分期分阶段规划，列出重点

清单，让贴合实际、可操作性强、能够落

到实地的项目尽快启动。

再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址，72 岁的市

民夏庆元感觉有些不一样：“坑洼的沥青

路变成了青石板路，入口从 1 个增加到

了 4 个。”

今年 2 月，遵义会议会址周边环境

整治及展陈提升工程正式启动。这项工

程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的

核心项目之一。

“工程包括遵义会议纪念馆展陈提

升、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等五大部分，

目前基建部分已经完成。”遵义市红花岗

区文化旅游局党委书记於飞介绍。

今年以来，贵州已完成 30 多个长征

文物保护点的保护修缮，此外还将建设

28 条长征历史步道，完成 5 个红军长征

村项目。

既要建设好，也要利用好。“未来，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如何充分发挥爱国主义

教育作用，做到文旅融合，带动百姓致

富，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

赢，还要逐步探索，这是一项长期工程。”

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协调指导处负

责人表示。

贵州段——

点线面联动 分步骤探索
本报记者 苏 滨 陈隽逸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我们

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

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

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

续奋勇前进。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5 周年。

通过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合

长征沿线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

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对于

充分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根据《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保护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将整合长征沿线 15 个省（区、市）文

物和文化资源，根据红军长征历程

和行军线路构建总体空间框架，加

强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

传统利用 4 类主体功能区建设，实

施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

文 旅 融 合 、数 字 再 现 、教 育 培 训

工程。

目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

展如何？一批标志性项目建成后将

发挥什么作用？记者在多地进行了

采访。

——编 者

纵横 10 余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

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 40 余座高山险峰

……长征沿线存留了数量庞大、类型丰

富的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今年 8 月，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

台。根据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保

护好长征文物、讲好长征故事、传承好长

征精神、利用好长征资源、带动好长征沿

线发展为总体建设目标，将分 3 个阶段

完成建设保护工作。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正加强整体统筹协调，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

按照规划明确的目标要求、时间表和路

线图，积极推动落实各项建设任务。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

同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地方申报、专家

评 审 、部 门 复 审 、地 方 公 示 等 程 序 ，将

127 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纳

入“十四五”时期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

项目储备库。同时，指导各地推进近两

年安排中央资金的标志性项目建设。下

一步，将推动规划明确的各项任务目标

落地、落细、落实，批复同意印发分省份

规划，并指导长征沿线省（区、市）加快推

进重大标志性项目建设，确保完成工作

目标。推出国家文化公园形象标志及使

用规范，选取重要点段率先应用。建设

国家文化公园官方网站和数字云平台。

积极指导推进电视专题片《长征之歌》摄

制工作。指导地方举办长征文化发展论

坛 。 支 持 出 版 一 批 长 征 主 题 精 品 图

书等。

脸庞稚嫩，身体挺立，灰布鞋里垫着

稻草——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中复村红

九军团陈列馆内的少年红军蜡像引人注

目。1934 年 9 月 23 日，松毛岭战役在此

打响。“14 岁的少年想当兵，担心身高不

够，就在鞋里垫上稻草。”讲解员钟鸣介

绍 ，“ 长 汀 县 留 有 姓 名 的 红 军 烈 士 有

6663 名，无名烈士更多。”

长汀县和三明市宁化县是长征出发

地之一，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福建

段）的重点县域。去年 5 月落成的红九

军团陈列馆，展陈了红九军团在闽西战

斗、生活留下的点点滴滴，是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长汀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邀请专业团队，编制了中复村

发展规划，科学引导红色旅游发展和乡村

振兴相结合。正在建设中的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地暨松毛岭战役纪念馆，就体现了

这一理念。”长汀县出发地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经理黄煜说。

距离中复村 10 多公里的河田镇露湖

村内，占地近 1500平方米的中国（长汀）水

土流失治理博物馆今年 1 月开馆，系统展

示了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的水土流失治

理成效。

今年 8 月，长汀县被列为首批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创建

县。长汀县计划用 4 年左右时间，重点

规划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

合、传统利用等 4 类主体功能区。

宁化县长征精神教育基地内，游客

驻足观看展馆里的照片和实物，感受群

众为红军筹集“千担纸、万担粮”的峥嵘

岁月。宁化县长征精神教育基地是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的重点项

目，以“万里长征第一步”和“军号嘹亮”

为策展主题进行布展，今年 3 月开放后

已接待团队和游客 10 万余人次。

宁化县确定了 2 个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地核心展示园以及长征学院、长征步

道等一批重大建设项目，8 个子项目已

经完工或投入使用。

“我们以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福建段

为主轴，以长汀县和宁化县为核心建设

区，形成具有福建特色的‘一线两核两区

三园六带多点’空间布局，做到既串珠成

线突出重点，又不盲目求大求全。”福建

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由福建省歌剧院创作的民族

歌 剧《松 毛 岭 之 恋》在 国 家 大 剧 院 上

演。黄煜说：“《松毛岭之恋》已经成为

长汀县长征出发地旅游基础设施及红

色文化创意基地的常态项目，接下来我

们计划推出虚拟现实体验等沉浸式科

技项目。”

福建段——

划分功能区 布局显特色
本报记者 刘晓宇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官田村坐落在

群山环抱的盆地中央，这里的官田兵器

博物馆正在施工建设。这是兴国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准备重点展示园建设项目的

子项目，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

段）项目新建的博物馆之一。

“当年，官田村处于中央苏区腹地，

是 江 西 红 军 独 立 二 、四 团 的 主 要 根 据

地。”兴国县委党史办副主任丁志操介

绍，1931 年 10 月，中央红军第一个大型

兵 工 厂 —— 中 央 兵 工 厂 在 这 里 诞 生 。

官 田 村 保 留 了 运 输 队 旧 址 、枪 炮 科 旧

址等。

据介绍，兴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准

备重点展示园围绕中央兵工厂旧址群开

展建设，包括旧址群内部展陈提升，周边

环境整治和景观提升，游客中心完善等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

区，江西拥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等重

要红色资源，这片土地上镌刻着红军长

征的脚印。

赣州市于都县祁禄山镇，有一条保

存完好的长征步道，小道蜿蜒曲折，依山

而行，主体长度约 5 公里。在小道起点

处，精致美观的游客中心“登贤阁”拔地

而起，统一设计制作的木质标识牌挂在

小道一侧，沿途 70 多个音箱播放着红色

歌曲。虽然尚未建设完成，已有游客慕

名而来。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步

道中的一段，祁禄山示范段建设进展顺

利，游客中心、路段文化氛围提升施工正

在推进。

在该步道的尽头，游客可以在“长征

驿站”稍作休憩，再往前走几百米，就来

到了红军小镇。“我们依托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发展红色旅游，希望以此带动群

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祁禄山镇党委

副书记谢锐说。

据了解，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

段）的建设以中央红军长征路线、长征决

策与前期准备及与长征紧密相关的重要

事件发生区域为重点建设区，主要涉及

赣州、吉安、抚州 3 个地级市，包括瑞金、

于都、兴国等 19 个县（市、区）。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由赣州

发挥核心引领作用，以中央红军长征路

线为轴，以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路线、

红六军团集结和西征路线为两线串联，

布局“长征出发”“突破前三道封锁线”以

及“长征策应”三大片区，讲述长征故事，

统筹保护利用片区文物和文化资源。除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准备重点展示园、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步道，还有 7 个重

点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江西段——

促文旅融合 助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朱 磊 杨颜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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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建设范围涉及 15
个省（区、市），共计 72 个市（州）381 个县（市、

区），包含了各类长征文物超过 2100 件，以长征

为主题的各级纪念和展示场馆近 200 处以及大

量的纪念设施和其他相关文化资源。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聚焦于“四区六

工程”。“四区”包括：以文物保护和历史环境管

控为主，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资源保护基础

空间的管控保护区；包含重点展示园、集中展示

带和特色展示点三种不同形态，作为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参观体验主体空间的主题展示区；整

合其他相关资源形成外溢辐射效应，作为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价值延展示范空间的文旅融合

区；保存传统文化生态发展特色产业，作为长征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活 态 文 化 传 承 空 间 的 传 统 利

用区。

“六工程”则包括保护传承工程、研究发掘

工程、环境配套工程、文旅融合工程、数字在线

工程和教育培训工程，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的重要抓手。目前，一批标志性的项目已经

初具规模：广西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

念园已经正式对外开放；贵州遵义市完成了遵

义会议旧址周边的环境整治和娄山关红色景区

的整体提升；四川小金县修复了在洪水中被冲

毁的达维会师桥，石棉县完成了“互联网 +长

征”数字教育示范项目，“长征文物地图”小程序

正式上线；江西于都县将每年 10 月确定为“红

军长征纪念月”等。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涵盖范围广阔，涉及文

物和文化资源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因此，其建

设保护工作应以突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整体

辨识度为重要目标。

具体来说，有 3 个“贯通”：首先是空间的贯

通。建设以“重走长征路”步行体验为主，骑行、

车行为辅的长征历史步道体系，并通过“万里红

路、千村串联”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

从实体层面强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和

连续性。

其次是形象的贯通。设计统一的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标志，建立包括导览标识、文创产品、

多媒体界面、村镇整体形象等在内的视觉形象

识别系统，形成线上线下一致，全程贯通的“长

征路标”。

第三是时间的贯通。要将长征沿线相关的

其他红色资源及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典型成

果有机纳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文旅融合体

系，将历史上的长征路与新时代的长征路相贯

通，形成红色精品线路，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

为全面全景全貌展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和党

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重要窗口。

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将成为传承长征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

家园，构建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文化的重要标

志，走好新长征路、带动沿线发展的振兴长廊，

坚持深化改革、探索体制创新的实践园地，促进

生态保护、展示美丽中国的示范样本。

（作者为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

产保护与城乡发展中心五所主任工程师）

贯通“长征路标”

突出整体辨识度
杜凡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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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贵州仁怀市贵州仁怀市茅台镇茅台渡口铁索桥茅台镇茅台渡口铁索桥。。

图图②②：：一名学生在贵州仁怀市茅台镇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一名学生在贵州仁怀市茅台镇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

抄录红色故事抄录红色故事。。 陈陈 勇勇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图图③③：：江西江西于都县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纪念碑。。

黄杨军黄杨军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图图④④：：福建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红军桥福建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红军桥。。

丘嘉瑞丘嘉瑞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⑤⑤：：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广场上的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广场上的““半条被子半条被子””雕塑雕塑。。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陈泽国摄摄

图图⑥⑥：：四川夹金山海拔四川夹金山海拔 41144114 米垭米垭口的红色主题文化景观口的红色主题文化景观。。

郝立艺郝立艺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④④

⑥⑥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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