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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贵州黎平少寨，与群众一起搭建了一座

“红军桥”。如今，贵州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省遍布 3 万多座桥梁，全

世界前 100 座高桥近一半在贵州，“万桥飞架”突破山水阻碍，演绎着发展

的奇迹。

贵州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地。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

活动范围最广，召开了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创下了

强渡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等经典战例，红军足迹遍及贵州 9 个市

（州）、60 多个县（市、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贵州见证了那段波澜壮

阔的革命历程。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近年来，贵州大力弘扬“坚定信念、坚

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强化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

工作的思考谋划和创造性落实，提出大力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积

极推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传统传承弘扬，实现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始终把保护红色资源作为职责所在，让红色根脉永续相传。贵州大

地红色资源分布点多面广，承载着深厚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的红色文物，

是革命先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长期以来，贵州高度重视红色资源保

护传承，加强红色资源保护管理利用。

压紧压实保护责任。贵州将革命文物保护纳入巡视巡察范围，开展

意识形态专项督查，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深

化保护红色资源重要性的认识，认真履行保护职责。创新管理体制机制，

省市两级均建立了红色资源保护管理利用工作联席会议。成立省重点红

色纪念场馆管理委员会，首批 25 个重点红色纪念场馆纳入管理范围。推

进遵义会议纪念馆等重点红色纪念场馆提级归口管理，建立红色资源保

护管理利用专家委员会，设立省级红色资源保护管理利用专项资金。

运用法治力量提升保护成效。出台实施《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条例》，这是全国首部涉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地方性法规。推动红色资

源系统性保护，制定了《贵州省红色资源认定标准》，明确了红色资源认定

的范围、原则、类别和统计规则、名录公布等方面的要求，为全省开展红色

资源认定工作提供了依据。《贵州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条例》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条例共分总则、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利用、保

障措施、法律责任、附则 7 章 45 条，突出保护优先，聚焦传承利用，明确红

色资源的概念和载体，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机制和名录制度，为红色资源保

护传承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始终把传承红色基因作为使命所在，让红色记忆永不褪色。贵州是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全省现有不可移动长征文物 750 多处，可

移动长征文物 2500 多件（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 处、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170 多处，高等级长征文物数量居全国前列。近年来，贵州持续

深挖“红色富矿”，推动红色资源全景呈现。

优化提升展陈水平。大力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在加强红色

资源挖掘、研究阐释的基础上，指导优化遵义会议纪念馆等 10 个重要红色

纪念场馆展示展陈，充分运用最新科技手段，强化场馆和展陈的互动式、

沉浸式体验，推动形成一体贯通、各有侧重、点面结合、特色鲜明的展示格

局，不断提升红色文化的整体呈现水平。

以数字化方式讲好红色故事。坚持以文化旅游融合为根本、以文化

科技融合为方向，创造性打造了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伟

大转折》剧目，突破传统路径，以数字化、艺术化手段展示长征文化，让观

众通过沉浸式体验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树立了文化、旅游、科技融合的示

范，推出电视剧《伟大的转折》等文艺精品力作，让红色文化广泛传播，持

续彰显红色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

发挥资政育人作用。推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完成《中国共产党贵州

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的修订再版，组织编写出版《贵州红色故事丛书》《贵

州革命烈士传》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党史著作 40 余部，为党员干部群众了解

贵州红色文化、学习党在贵州的历史提供参考资料。大力推进红色文化

进校园，从课程建设、研学实践和校园文化建设 3 个方面入手，全省各地以

“开学第一课”、红色主题讲座、红色经典诵读等多种形式，将红色文化的

种子播撒在青少年心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依托红色

资源打造红色教育基地，构建以贵州长征干部学院和贵州遵义干部学院

为龙头的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将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按照“红

色赓续类”“文化传承类”“时代召唤类”3 个类别遴选建设 49 家理想信念教

育基地，部分已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始终把用好红色资源作为力量所在，让革命精神永放光芒。2024 年，

遵义会议纪念馆共接待游客 90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7%。近年来，贵州持

续强化红色资源文旅融合，打造“文化+”产业链，推动红色旅游创新发展。

持续打造精品红色文旅线路。依托全省 2000 多处革命遗址、750 多处

长征文物等红色资源，围绕 18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 处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等重要场所，将红色资源与自然景观、民族风情深度融

合，每年精心推出 10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推动红色景点串点成线，持续

深化“重走长征路”等红色研学活动，推动红色文旅持续出圈。2025 年，贵

州将策划推出 20 条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10+1+2”（10 家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西江千户苗寨、2 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景区度假区。在 2025 年 4 月

30 日前定制贵州红色旅游线路的游客，将享受线路行程里所有国有 A 级

旅游景区门票免费优惠。

积极探索多样多元旅游模式。将红色旅游与“黄小西吃晚饭”（黄果

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赤水丹霞、万峰林、梵净山）等重点景

区相结合，策划推出亲子游、研学游等多样化主题产品，满足游客的多元

化兴趣和需求。坚持红色文化资源与乡村全面振兴同发展，大力推动红

色乡村旅游，带动周边群众参与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景区运营等，

实现增收致富。支持打造提升红色文化文创品牌，鼓励红色文化主题文

创产品研发设计，全力打造红色文化体验旅游的新范式。指导市场推出

近百款红色旅游产品，运用 AR、VR 等技术打造沉浸互动式红色体验项

目，开发贵州红色旅游数字地图 APP，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红色

旅游体验。

踏上新征程，贵州将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统领，持续传承弘扬红色文

化，繁荣多彩贵州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凝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贵州篇章的强大精神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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