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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
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
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河北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出
发地。河北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
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地方，在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与党的历史、
党的奋斗、党的辉煌紧密联系在一起。

河北省红色旅游资源数量多、种类全，
涵盖各个历史阶段，在全国位居前列。800
多处红色旅游资源、160 余处红色旅游景
点遍布全省。在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
品线路中，与河北密切相关的包括“不忘初
心·进京赶考”“艰苦奋斗路·绿色塞罕坝”

“盛世中国·奥运圆梦”“千年大计·未来雄
安”和“脱贫攻坚·小康河北”。这些线路展
示出共产党人赶考路上的艰辛奋斗、不懈
进取以及开创未来的恢弘画卷。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太行东麓、滹沱河畔，北京西南约350
公里处，革命圣地西柏坡坐落在河北省平
山县。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小山村开创出
翻天覆地的辉煌伟业，从这里走向北京，走
向胜利，谱写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宏伟篇章。

西柏坡曾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
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1948
年 5月至 1949年 3月，毛泽东主席和党中
央在西柏坡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
役，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
全会，形成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
坡精神，提出了“进京赶考”的重大命题，从
这里开始了更加伟大的“新的长征”。1949
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
西柏坡，赴京建国。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70多年来，西柏坡的红色血脉奔流不
息，红色旅游系列景区赓续红色基因，蓬
勃发展，熠熠生辉。今年“七一”前后，献
一束鲜花、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开一次主
题党日座谈会、看一次红色展览……许多
党员群众来到西柏坡开展红色教育，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平山县发扬“西柏坡精神”，以西柏坡纪
念馆及中共中央旧址为核心，以修复提升中
央宣传部及中央组织部等六部委旧址、兴建
红色胜典景区和红旅小镇、西柏坡展览馆部
分改陈等为新的切入点，积极整合周边红色
资源，形成以红色体验为主、多业兴旺发达
的产业融合大格局。目前全县发展农家乐
600多家、旅游购物商店300多家，旅游从业
人员达到8万余人；通过旅游产业精准扶
贫，鼓励贫困户发展乡村游、农家乐、手工作
坊等致富产业，共带动全县209个村8700多
个贫困户、2万多名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艰苦奋斗建设绿色家园

我们把燕赵红色足迹从太行山北移至
燕山，看一看这条“艰苦奋斗路·绿色塞罕
坝”精品线路，它包括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
长城、隆化县茅荆坝国家森林公园、塞罕坝
机械林场、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丰宁县
京北第一草原等。这些地区风景宜人，广

袤无垠的草原，灿烂如潮的花海，蓝宝石一
样的天然湖泊令人心驰神往。游客在欣赏
美景时便能感悟脱贫攻坚的成果，见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

赶考路上，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
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子
孙后代留下更加美好的家园。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几代建
设者，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
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
造了沙地变林海，荒原变绿洲的人间奇
迹，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项“地球卫
士奖”，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
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今天的塞罕坝，每年为京津地区输
送净水 1.37 亿立方米，释放氧气 55 万
吨，郁郁葱葱的林海，成为职工改善生
活、群众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人们
踏上这条精品线路，感受绿色传奇。每
年七八月份来到塞罕坝的游客达 60多万

人次。与此同时，利用林场的绿化苗木
优势，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绿化苗木 4400
多亩，总价值达到7亿多元。

脱贫攻坚，建设美丽家园，让百姓
过上小康生活，共产党人在赶考路上不
懈奋斗。“脱贫攻坚·小康河北”精品线
路上的保定市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
村、石家庄市平山县岗南镇李家庄村、
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元庄村、邢台市内丘

县岗底村，向人们讲述着百姓脱贫致富
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故事。

筑梦未来开启新征程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建设雄安
新区、筹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今天
的河北，正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奋力前
行。我们沿着“盛世中国·奥运圆梦”精品
线路，从北京到河北张家口，近距离感受
冬奥会的魅力，感受中国的力量和自信。

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的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是中国第一个以跳台滑雪为主
要用途的体育场馆，设计灵感来自于中
国传统饰物“如意”，因此被形象地称作

“雪如意”，赛时将承办跳台滑雪和北欧
两项全部比赛。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沿山
体自然地形而建，赛时将承办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冬季两项全部比赛。

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脚步临近，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已蔚然成风。在
崇礼，滑雪的游客每年以 50%的速度增
长。冬奥会筹办以来，“健康河北 欢乐
冰雪”系列活动连续举办，有力促进了
冰雪运动的大众普及。如今张家口已融
入北京“1小时交通圈”，京张高铁服务
五湖四海的旅游者和滑雪爱好者。

从北京乘坐高铁不到一小时就抵达
了河北雄安新区。“千年大计·未来雄

安”精品线路串联起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雄安新区雄安高铁站、雄安新区规
划展示中心、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和

“千年秀林”大清河片林一区。放眼望
去，雄安新区各建设工地一派繁忙景
象。在 17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塔吊林
立，20 多万建设者日夜奋战，“未来之
城”如雨后春笋拔节生长。雄安新区从
规划建设为主，已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和建设同步推进的重要阶段。
同时，白洋淀水质发生了历史性新变
化，“华北之肾”功能加快恢复。雄安森
林覆盖率由成立前的 11%达到目前的
30.5%。一座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
共融的生态城市画卷徐徐铺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从西
柏坡到雄安，从历史看未来，新时代赶考
路上的河北，充满希望，正砥砺前行。

上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塔。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红
色旅游广受欢迎，市场十分活跃。陕西红色
旅游资源丰富，红色旅游迎来高峰期。

走进革命圣地延安瞻仰红色遗迹，观看
红色历史歌舞剧《延安保育院》；在华清宫景
区革命文物旁“直观”西安事变历史时刻，看
五间厅玻璃窗、墙壁上清晰可见的旧弹孔；
来到白鹿原影视城电影梦工厂里，换装饰演

《黑娃演义》角色的同时，接受一次心灵的洗
礼……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红色之旅选择。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论坛日前在陕西西
安举办。文旅界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探

讨红色旅游热点话题，助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
展。论坛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旅游景
区协会指导，中国旅游报社、陕西旅游集团、陕
西省旅游景区协会主办。

“讲述历史要有新的视角和新的表达方
式，才能符合当今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
审美。”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
卢娟认为，红色旅游消费已呈现出年轻化、家
庭化趋势，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和创新
模式提供给消费者。

在陕西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冰
看来，创新是最好的传承。作为文旅融合的
最佳载体，旅游演艺赋能红色文化，让历史

鲜活再现，也让红色文化更具有感染力。陕
旅集团深挖省内外红色文化内涵，深耕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打造了 《延安保育院》

《12·12》《二虎守长安》《红色娘子军》等9
台精品红色旅游演艺，使游客深入体验到红
色文化的精神魅力。

“作为红色旅游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陕西华清宫担负着弘扬爱国精神、传承
红色教育的重担。”陕西华清宫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陕西省旅游景区协会会长
姚新垣介绍，近年来，景区精益求精打磨演
艺产品，利用西安事变旧址等文化资源，用

景观语言、情境型教学演出《12·12》西安事
变等内容，创建爱国主义教育生动课堂，解
读红色故事，实现了传统旅游景区的突破转
型发展。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
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与一般演艺相
比，红色旅游演艺有它的特殊性，在创作中要
讲好红色故事。红色旅游演艺的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观众，要在引导观众更好地理解演艺内
容、内涵精神和价值方面，做创新与探索，达到
有带入感、共鸣、共振的效果。

题图：华清宫举办“铭记党恩 砥砺前
行”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 资料图片

山东省冠县柳林镇以扶贫项
目基地七彩农场为依托，积极打造
红色教育旅游和劳动教育研学相
结合的旅游研学模式。基地分为

“红色旅游教育区”“劳动研学实践
区”“主题探究区”“历史文化区”

“创新创客区”“励志拓展区”等研
学区域，有40余处实践场地，已开
发出 60 余项具体课程，让孩子探
寻信仰之光，感受中国共产党的光
辉伟大，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最美的信
仰在心中。柳林镇武训希望小学
近日开展了“童心向党，幸福成长”
主题研学活动，旨在让少先队员感
悟建党百年翻天覆地的变化，珍惜
当下幸福时光。研学活动分为”重
走长征路”“我的人生我做主”“我
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环节，学
生们在每一环节都要完成不同的
任务。“长征”途中，学生们学唱歌
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

“砘形土掩”环节，讨论回答为什么

播种完后要使用砘，并探究现代科
技发展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学生们还换上军装，重温革命
先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浴血奋
战，冲锋陷阵的红色精神。在“童
声向党，书声琅琅”环节，在蓝天白
云的映衬之下，学生们紧紧围着一
面巨幅党旗，高呼《少年中国说》，
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宣
读入队誓词。此刻，学生们体会到
了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这
不仅仅是一次研学旅行，更是一次
不平凡的体验与成长，一次特殊的
教育与洗礼，愈加厚植了学生们的
爱国主义情怀。

据了解，柳林镇坚持发展红色
旅游和劳动研学教育文化旅游产
业，每年具备接待学生研学和红色
旅游观光能力达 5万余人，同时，
吸纳周边 40 余名群众参与就业，
实现了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题图：学生们在山东省冠县
柳林镇参加红色研学体验。

初夏的南京市溧水区，一条条延伸的乡村“四好”
公路旁，绿油油的稻苗，此起彼伏，白鹭飞舞，令人心旷
神怡。当地做足“绿色”文章，全域建设“健康绿道”，提
档升级“四好农村路”，将“路、景、文、旅”有机统一，增
加了路况的“颜值”和“气质”。溧水依托全域“四好农
村路”的建设，打造了一批“交通+生态旅游”“交通+特
色产业”“交通+电商快递”的小康之路，串联起主要景
区、美丽乡村、特色田园村，促进农业与休闲旅游、文化
创意等产业融合发展。2020 年溧水区接待游客超
1000万人次，其中休闲农业接待游客500万人次，累计
实现旅游收入137亿元。“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富一方
百姓”正成为现实写照。

右图：溧水“四好”路上好风光。
袁建平 翁 盼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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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赶考路启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 赵 珊

河北：赶考路启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 赵 珊

我参加湖南省举办的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永远跟党走”
主题活动暨“盛世赞歌献给党”湖
南省首发站启动仪式时，有幸来到
了长沙橘子洲。

橘子洲头之所以闻名海内外，
是因为和毛泽东主席的渊源。青年
时代，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
时，常与同学到橘子洲搏浪击水，
议论国事。1925 年，他提笔写下了
气势磅礴的词篇《沁园春·长沙》：“问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橘子洲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
区，是湘江中面积最大的沙洲，被
誉为“中国第一洲”。

橘子洲头最引人瞩目的地标性
建筑物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雕像。
从正面看，雕塑以俊秀的脸庞、深
邃的目光生动再现了胸怀大志的青
年毛泽东形象。雕塑基座是巨大山
体，被设计师创作成毛泽东宽阔的
肩膀；背面是《沁园春·长沙》词篇
石刻，巧妙地把诗词意境和雕塑融
为一体，艺术感染力、视觉冲击力
更强。雕塑内部作为毛泽东与橘子
洲的主题陈列室，通过声、光、电
等高科技手段向后人栩栩如生地展
现了一代伟人的风采。

毛泽东雕塑成为橘子洲上意义非凡的景观。10 多年
来，长沙人和来长沙的人都会去橘子洲头，向青年毛泽东
雕像行注目礼。这里已成为国内外参观访问者和游客的重
要目的地。

橘子洲，顾名思义是因盛产南橘而得名。这里橘果飘
香千年不衰。1982 年 7 月，橘洲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包括
毛泽东诗词碑、颂橘亭、枕江亭、揽岳亭等景点，名贵花
木争奇斗艳，环境清幽，风景秀丽。随着一批名人雕塑、
名人碑亭的修葺完善，这里的伟人效应红色之洲内容更突
出，特色更鲜明。

如今，橘子洲景区作为长沙镶嵌在湘江中流的绿色明
珠，已成为举办旅游节庆活动的重要场所。2009 年以来，
先后举办过多届多次湖南国际旅游节、中国长沙橘子洲周
末焰火燃放暨中国浏阳国际音乐焰火大赛。

近年来，橘子洲景区作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
点、全国首批“红色旅游”经典景点之一，又营造了一批
旅游观光新景点——问天台、焰火广场及音乐喷泉、婚庆
园、游客服务中心等。新景点围绕“生态、文化、旅游、
休闲”这一主题，把历史背景、特色园林和人文景观结合
起来，使“红色旅游”品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
着八方游客……橘子洲头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题图：橘子洲景区的青年毛泽东雕像。
本报记者 刘发为摄

红色研学

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张跃云文/图

南京溧水：“四好”路上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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