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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原 上 分 布 着 数 量 丰 富 的 革 命 旧 址 。

如何推进草原上的革命文物保护？如何深

入挖掘红色资源促进牧区发展？记者进行

了采访。

加强资源调查
促进保护利用

高山层叠无尽，驱车前往四川省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路途好像格外漫长。

直到冲出群山，来到红原，无垠的大草原展现

在眼前，让人豁然开朗。

红 原 意 为“ 红 军 走 过 的 大 草 原 ”，这 片

土地烙印着红军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历史

足迹。

背上行囊，红原县党史地方志编纂中心

主任夺尔生又踏上寻访路途。“当年红军匆匆

过境，史志记载有限，不及时挖掘，很多故事

就要消散在岁月中了。”红原县成立田野调查

队，摸清域内红色资源，夺尔生从事这项工作

已 10 余年。

“找回尘封的历史，就像在茫茫草原中找

个线头。”夺尔生跑遍最高最冷的远牧点，有

时寻访数月，只能得到寥寥线索，“还记得访

问一户乡亲家时，老阿妈说红军曾在龙日坝

附近发生过战斗，得知这个线索时，我们特别

激动。”

摸清红色资源状况，不仅需要好脚力，还

需要格外严谨地核实调查。“为了核实龙日坝

的这场战斗，我们前后访问了 50 多位老人。”

夺尔生与同事数度前往现场踏勘，发现了战

壕等痕迹，继而查阅文献资料、请教专家学

者，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将龙日坝战斗遗址确

定下来。

近年来，红原县先后开展 5 批次红色资

源专项补充调查核查，详细绘制出红军长征

过草地的行军路线，整理修订《红原县长征文

献资料汇编》《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

原》等文献，为红色文化的传承和研究提供了

史料支持。

一阵乌云飘过，忽然间便狂风呼啸。草

原地区天气变化莫测，给文物保护带来不小

挑战。

崇山峻岭间，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静穆

矗立，它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克

服高山险峻的施工环境困难，红原县持续对

烈士墓碑体、石墙和地面铺装等进行修缮保

护。“我们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制定了突

发、偶发自然灾害的应对预案；同时加强日常

巡护和检修，第一时间排除可能对文物安全

构成威胁的隐患。”红原县文体旅游局副局长

索朗求迫介绍，近年来，红原县投资 4000 余

万元，完成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文物保护工

程修缮、刷经寺烈士陵园保护提升等 5 个项

目的建设。精心打造“重走长征路·过草地”

红色文旅精品线路，让红色文物成为人们瞻

仰先辈英烈、感受长征精神的文化地标。

发展红色文旅
助推生态保护

地处我国北疆的明安草原，阵风劲吹。

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区出发行车数小时，

便抵达了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明安镇希拉朝

鲁嘎查，眼前出现了一座颇具沧桑岁月色彩

的老式土坯房，房屋坐北朝南，在广阔无垠的

明安草原上格外显眼，这里便是草原英雄小

姐妹——龙梅玉荣的旧居。

步入旧居，看到草原英雄小姐妹曾经用

过的物品、家具以及相关介绍资料，姐妹俩为

保护集体羊群与暴风雪战斗一昼夜的身影，

仿佛在眼前重现。“我们充分利用草原英雄小

姐妹旧居陈列馆的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旅游、

研学旅游等，姐妹俩的事迹与精神，如今仍激

励着一代代草原人民。”达茂联合旗文体旅游

广电局局长丁利兵说。

为 保 护 好 这 片 红 色 草 原 ，达 茂 联 合 旗

严 格 控 制 当 地 草 原 的 开 垦 和 开 采 活 动 ，严

格落实基本草原保护、草畜平衡、禁牧休牧

轮 牧 等 制 度 ，保 护 草 原 生 态 系 统 的 完 整 性

和稳定性。

红色资源的挖掘利用，成为草原生态保

护的催化剂。红色旅游为草原的牧民们带来

了更多收益，牧民们更加积极响应禁牧休牧

政策。“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想买咱们草原

羊肉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只有草原保护好了，

羊儿才能长得好。”希拉朝鲁嘎查牧民阿拉腾

毕力格笑道。

“近年来，我们积极对明安草原进行草

种改良和人工草场修复，通过免耕补播的方

式，种植适应当地的草种，如冰草、羊草、披

碱草和苜蓿等。目前，草原英雄小姐妹旧居

周边已改良天然草地 1 万亩、建植人工草地

900 亩 。”达 茂 联 合 旗 林 草 局 副 局 长 皇 利 民

介 绍 。 今 年 ，该 旗 计 划 人 工 修 复 退 化 草 原

1.48 万亩。

草 原 生 态 改 善 ，吸 引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游

客。“明安草原的红色资源十分丰富，除了草

原英雄小姐妹，还规划了以百灵庙抗日武装

暴动、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

为主题的红色旅游线路，以‘红色+生态’‘旅

游+场景+教学’等方式，吸引多地游客，做长

红色文旅产业链条。”内蒙古农文旅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原迪介绍。

“只有保护好草原的生态环境，红色资源

才能得到更好转化利用，人们才能一边品味

红色文化，一边欣赏绿色生态。”丁利兵说。

传承红色基因
汲取奋进力量

从青海省西宁市区出发，沿着京藏高速

一路向西行驶，约一个半小时，就来到了位于

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这里

平均海拔 3000 米以上，草原静谧而辽远。乍

一看，这里的高原风光并无特别之处，但巍峨

矗立的原子城纪念馆，又在昭示着这里的与

众不同。

“60 多年前，数万名创业者积极响应党

的 号 召 ，满 腔 热 血 奔 赴 金 银 滩 草 原 ，建 基

地、搞科研，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在这里创

造了‘两弹’研制奇迹，孕育了伟大的‘两弹

一星’精神，造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随着

原 子 城 纪 念 馆 讲 解 员 王 致 玲 的 讲 述 ，一 段

历 史 徐 徐 铺 展 开 来 ，让 人 愈 觉 脚 下 土 地 之

厚重。

展陈面积 6015 平方米的原子城纪念馆

是解码金银滩草原的一把钥匙。“展馆有 600
多幅照片、900 多件革命文物，配合最新的光

影技术，全景展示当时的实践过程，每年接待

游客 30 余万人次。”王致玲介绍，“我们还将

红色旅游与研学、宣讲等结合，编排了情景党

课，已走进 22 个省份。”

革命文物积淀着深厚的精神追求，代表

着独特的精神标识。

近年来，海北州用心把基地旧址保护好、

管理好、运用好。

原科技楼、图书馆、影剧院等 11 处代表

性建筑，以及二分厂、上星站等一批文物价值

较高的设施得到修缮和保护。对“两弹一星”

相关史料，依法依规登记造册、入库保护，同

时加强提炼转化、展示传承，让文物真正活起

来，切实发挥文物的历史印证价值和爱国主

义教育功能。

实施红色旅游项目、推出红色精品线路、

打造红色精品剧目、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建设

红色博物馆集群……如今，集教育、休闲、体

育、观赏、体验等业态于一体的红色文旅模式

在金银滩草原基本成形。

“我们先后整合基地旧址保护、城镇风貌

整治、原子城纪念园改造提升、西海交旅融合

综合服务体等配套项目 25 个，将博物馆、纪

念馆等各类文化场馆设施融入旅游产品和线

路，同时开发形成‘红色+N’研学课程，打造

31 个红色研学现场教学点。”海北州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孙绣宗介绍，“接下来，我们将进

一步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强化红色资源活化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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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协同推进革命文物与草原生态保护—

用好红色资源 助力牧区发展
本报记者 李凯旋 张 枨 贾丰丰

核心阅读

2023年 12月，国家文
物局办公室、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办公室联合印发
《关于建好红色草原 协
同推进革命文物与草原生
态保护的通知》，提出不断
完善红色草原体系建设、
切实加大红色草原保护利
用支持力度。近年来，多
地充分挖掘草原地区红色
资源，助力草原牧区发展
振兴。

■深阅读R

本报北京 6月 11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

理局获悉：今年端午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 575.2 万人次

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191.7 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

45.1%，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 6 月 8 日，达 197.6 万人

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 246.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5.4%；港澳台居民 277.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6.1%；外国

人 50.7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5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

运输工具 23.8 万架（艘、列、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35.2%。

端午假期，全国口岸通关安全高效畅通。

据介绍，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严

格落实“两公布一提示”要求，科学预测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

流情况，提示广大出入境人员合理安排行程；科学组织勤务，

开足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中国公民通关排队不超过 30 分钟措

施；密切部门协作联动，稳妥应对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对出入

境通关的影响，及时疏导瞬时客流高峰。

端午假期 575.2万人次出入境
全国口岸通关安全高效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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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11日电 （记者何思琦）箭扣长城五期保护

修缮项目开工仪式近日在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长城保护修复

实践基地举行。

箭扣长城五期保护修缮项目是继箭扣二期工程后，第二

次由社会力量参与的箭扣长城本体保护修缮项目。箭扣段长

城东起牛角边（顶），西至九眼楼，全长 7850 米。自 2016 年起，

连续开展了四期修缮工程。五期保护修缮项目是对怀柔长城

117 号至 122 号 6 座敌台以及敌台间 5 段共 915 米墙体进行修

缮，计划 2026 年 11 月底完工。

长城分布地域广，修筑延续时间长，除个别点段为砖石结

构外，长城主体多为就地取材，夯土构筑，且环境条件各异，保

存现状复杂。在箭扣长城 120 号敌台考古发掘现场，北京市

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介绍，目前已有火铳等 150 多件

文物出土，还有大量灰烬和炭化物遗存。

箭扣长城五期保护修缮项目启动

犹 如 一 曲 田 园 牧 歌 ，又 充 满 人

生况味……最近，改编自散文集的电

视剧《我的阿勒泰》持续热播，观众感

叹“一秒钟都舍不得快进”。剧集热

播带动了文学原著的阅读热、拍照打

卡的旅游热，再次证明优质文艺作品

具 有 强 烈 感 染 力 ，可 以 产 生 强 大 社

会效益。

文艺作品的好品质从哪里来？如

何让好作品层出不穷？透视《我的阿

勒泰》《山海情》《人世间》等叫好又叫

座的优秀国产影视剧，回眸近年来文

艺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辉煌历

程，不难得出一些深刻启示。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好作品产生

在跃动的时代脉搏里、火热的社会实

践中。像《山海情》，创作团队“扎”在

戈 壁 滩 上 ，从 一 村 一 镇 、一 家 一 户

“写”起，“写”出了连接闽宁、贯通山

海的中国梦，“写”出了脱贫攻坚的时

代主旋律和大气象。生活是辽阔的

也是细腻的，是静水流深也是波澜壮

阔。怀一颗真诚的艺术之心，观照人

生百态、深入生活本质，摹写社会实

践、讴歌人民奋斗，这正是剧集火爆

“出圈”的密码。

文以载道，歌以咏言。好作品总

是为人民而作，契合群众精神需求，给

人以希望和力量。小说《人世间》的作

者梁晓声说：“我从未在感情上和劳动

大众及他们的生活脱节。”电视剧《人

世间》能让“全家人都爱看”，就在于剧

中三代人的故事，让观众重温了新中国走过的奋斗路。剧

中一个个人物，都是从历史中、生活中“走”出来的真实的

人、感性的人。人们从人物的情怀和梦想、道义与担当中看

到自己的影子，正是艺术形象的典型性，让作品富有审美意

味。好作品是创作者和受众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有没有

感染力，关键就在于创作者是否读懂了观众的审美期待和

精神需求。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时代在变化，技术在发展，观众的

审美意趣也在更迭。既要守正，遵循文艺创作普遍规律；又

要创新，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叙事手法、视听表达等多个

维度中寻变量，作品才能让观众眼前一亮、心头一热。电视

剧《我的阿勒泰》，短短 8 集，以长镜头、高画质的方式让观

众“无损”感受到阿勒泰的人文风情，艺术共鸣由此而生。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民族团结主题，伴随如诗

如画的风光和质朴有趣的故事，仿佛初夏的微风吹拂进观

众的心中，泛起阵阵涟漪。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从黑土地滋养的

大东北到多民族聚居的大西南，从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到振

兴发展的小山乡，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中国式现代化气象万

千，中国故事无处不在。愿更多创作者的心灵向生活打开，

脚步向远方丈量，推动文艺创作走向天高地阔的新天地，不

断吹响时代奋进的号角。

讲
好
广
袤
大
地
上
的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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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内蒙古明安草原。

张 枨 秦文秀摄影报道

图②：位于金银滩草原的原子城纪念馆。

海北州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红原县红军过草地纪念碑。

红原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④：草原英雄小姐妹旧居前的雕塑。

张 枨 秦文秀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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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钟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珠泉镇河段，河流蜿蜒，乡村田园美丽如画。

近年来，嘉禾县加大湿地公园建设，推进“生态治理+休闲旅游”发展模式，创造良好生态环境。 黄春涛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