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2021年7月23日 星期五

双河、西湖、青山、瓜坪、藕
塘……从距离湖北省通山县城
10多公里的厦铺镇出发，去往红
色小镇冷水坪的一路都是地名
别致的村湾，峰峦叠嶂，瀑布成
群，随处可见小桥流水，古木参
天，俨然诗情画意的世外桃源。

冷水坪，位于幕阜山脉腹
地，地跨鄂赣两省三县，域内山
峰密布，大山溪流汇集而下，经
由一处毛竹林的山丘平地，形成
缓缓河床，这里河水清澈，水温
极低，故村名由此而来。冷水坪
村地势险要，森林覆盖率高达
88.8%。当地曾有民谣：“前面大

山陡，后面大陡山，出门一脚平，
对面喊得应，见面得半天。”

在冷水坪村，中共鄂东南
道委机关旧址仍保存至今，一
块块青砖灰瓦叙说着中国工农
革命史。村前的小山包上，树
木林密，楠竹遍野，中间巍巍耸
立着一座大理石纪念碑，上面
铭刻着红军的丰功伟绩。革命
时期，冷水坪作为中共湘鄂赣
边区省委机关活动地，曾是江
西修水、武宁、湖北崇阳和通山
4县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老一辈
革命家彭德怀、滕代远、何长
工、陈寿昌、徐彦刚、萧克等在

此领导工农红军浴血奋战，被
称作华中地区最后的游击根据
地。现在，山上还保留着红军
医院、兵工厂、印刷厂和党政干
部学校等众多遗迹。

转眼已是中午，村里道路
两旁停满了车，游客们在农家
乐餐馆听着红军山歌，喝着有
机茶，吃着嫩冬笋，品尝着一盘
清水鱼炒辣椒、一碗冒着热气
的野生板栗排骨汤。回程的时
候，当地向导说，如今许多远道
而来的游客在探访红色历史的
同时，也将冷水坪的绿色美景
告诉了更多人。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依托娄山关景区红色
文化资源，全力打造“娄山十景”，不断完善游客
服务中心、诗词馆、《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等配
套服务项目，开启娄山关红色旅游全新模式，让

游客和广大党员干部在这里聆听革命故事，追寻
革命遗迹，感受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图为游客参观娄山关景区。
胡攀学 谷奇颖摄影报道

从济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到胶济铁路和
青岛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从沂蒙红嫂到
胶东乳娘，从冀鲁边区到铁道游击队……
红色百年、峥嵘岁月，山东是一个重要的
缩影。

在济南五龙潭南门东侧有一栋灰瓦白
墙的二层小楼，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
恩铭曾在这里工作过，这便是中共山东省
委机关旧址，以此为核心修建的中共山东
早期历史纪念馆在今年落成。馆里展出了
王尽美领导工人运动时使用的饭盒以及王
尽美、邓恩铭参加远东大会的调查表等珍
贵文物，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展
示了中共山东党组织的创建、中共山东省
委的重建以及山东党组织进行的艰难曲折
的斗争。

在山东博物馆，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参
观《让党旗永远飘扬——山东省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感受今天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今年，山东组织了 100 家革命场馆特
色展陈，并在全省遴选 100处革命旧址和
27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编印《山东省依
托革命文物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场
所》，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7 月 1 日，杂技剧 《铁道英雄》 在济
南历山剧院上演。1938 年日军侵占山东
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鲁南铁道大队”
战斗于百里铁道线上，出没于万顷微山湖
中，依靠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浴血奋
战，开辟并保卫了津浦线上唯一的交通
线、生命线、经济线，先后护送刘少奇、
陈毅等千余名党政军首长及指战员过境，
用忠诚担当和鲜血汗水铺就了一条通往延
安的“秘密红色交通线”。

今年，山东创作了抗战题材京剧《燕

翼堂》、民族歌剧《国·家》、吕剧《先驱·
王尽美》、复排柳子戏《江姐》，反映“黄
河滩区脱贫迁建”的吕剧 《一号村台》
等，都展现了不同时期党带领人民披荆斩
棘，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壮举。

一块意义不凡的石碑矗立在山东沂南
县东高庄村南面的小丘上，上面写着“你
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
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这便是著名歌
曲 《跟着共产党走》，由沙洪作词，王久
鸣谱曲，于1940年在此创作完成。依托深
厚的红色资源，沂南县委县政府谋划建设

“跟着共产党走纪念馆”，修复抗大一分校
旧址，徐向前元帅故居，打造红歌主题村
庄，带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距离东高庄不远的常山庄，原是闭塞
的山村，后来深入梳理红色资源，建设沂
蒙红色影视基地，先后拍摄 《沂蒙》《沂
蒙六姐妹》等红色影视剧，并发展红色旅
游，逐步带动群众脱贫致富。沂蒙红嫂纪
念馆里图文展示着沂蒙红嫂明德英、沂蒙
母亲王换于等救治八路军伤员、抚养八路
军后人的感人事迹。今年，沂南县委县政
府又着手在此修建红色金融纪念馆、战时
邮局纪念馆。沉浸式文献史诗山村剧场

《沂蒙四季·红嫂》也于“七一”期间正式
与观众见面。

在新泰掌平洼村的龙廷革命史纪念
馆，则展示了陈毅元帅三驻龙廷、龙廷
中心抗日根据地等历史事件以及革命先
烈让人肃然起敬的英勇事迹，成为当地
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好红
色故事，做好红色旅游、乡村旅游，传承红
色基因，不仅让乡村旅游成为致富产业、
持续发展的产业，让乡村富起来、美起来，
还让乡村更有凝聚力和活力，吸引更多年
轻人留在乡村创业发展。

图为山东铁道游击队纪念碑。
资料图片

红色小镇冷水坪
廖辉军

红色小镇冷水坪
廖辉军

娄山关景区：

开启红色旅游新模式

红色地标巡礼·宁夏篇红色地标巡礼·宁夏篇

山
东

红
色
旋
律
激
荡
于
心

郭

旗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
好汉！”1935 年 10 月 7 日，在打赢青石嘴战
役后，毛泽东同志沿战国秦长城一路下山，
8 日晚在宁夏彭阳县一户农家的土窑洞里吟
出这首 《长征谣》，同年 12 月在瓦窑堡润色
修改成 《清平乐·六盘山》。

80多年来，正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
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宁夏人攻坚克
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建党百年红色
旅游百条精品线路中，宁夏有两条，一条涵
盖老一辈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红旗漫卷六
盘山”精品线路，另一条是在脱贫攻坚中砥
砺奋进、成绩斐然的“金沙滩·山海情”精品
线路。这两条线路不仅深挖红色文化内涵，
梳理历史脉络，也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和脱
贫攻坚等社会主义建设重大成就。

共产党好 黄河水甜

盛夏的六盘山区凉爽舒适，风光旖旎，
是休闲避暑的好去处。而近些年，越来越多
的游客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消夏，更是为
了追寻初心，重温军民鱼水情。“走一次长征
路、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唱一首红歌、读一遍

长征史、上一堂信念课、吃一顿红军餐”成为
游客对这里最为神往的体验。

走进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村，推开一扇布
满弹孔的门板，屋内桌子上保留至今的旧钟表
见证了一个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历史时刻。
1935年10月，毛泽东在单家集陕义堂清真寺，
与阿訇马德海促膝长谈，给阿訇和回族群众宣
传党的政策，红军长征的意义，表明红军要尊
重回族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主张民族平
等政策。阿訇听后非常感动，当即招呼村民给
红军腾房子，并邀请红军在清真寺吃饭。广为
传颂的“单家集夜话”种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
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岁月如歌，沧海桑田。半个多世纪后，
“共产党好，黄河水甜”的赞誉响彻了宁夏山
川，这其中，除了红色精神的传承，军民鱼
水的恩义，还饱含了老区人民对生态移民、
脱贫攻坚政策的感怀之情。

1997 年 4 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
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同
志带队来到宁夏考察，闽宁两省区领导共同
商定，要在这里组织实施闽宁对口扶贫协
作，建设一个移民示范区。自此，海风吹绿
了六盘山，也滋润了贺兰山。经过成千上万

的闽宁人艰苦创业，共有6.6万老区人搬离了
曾经沟壑纵横、靠天吃饭的六盘山区，喝上
了黄河水。昔日贺兰山下的天上无飞鸟，地
上不长草，十里无人烟，风吹沙粒跑的“干
沙滩”，已经变为绿树成荫、良田万顷、百姓
富裕的“金沙滩”。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
曾“就地取材”打了个比喻：“就像六盘山是当
年红军长征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一样，让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
须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无论在硝烟弥漫的
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奋斗历程，
伟大的长征精神，星火燎原，化为人心汇聚的
磅礴力量，令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脱胎换骨。

翻越六盘山 从胜利走向胜利

宁夏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
地，1935年到1936年，红军在这里翻越了六盘
山，红军一、二方面军在此会师，中国革命在
这里峰回路转走向胜利。

1936年 10月 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同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师在六盘山下的西吉
县将台堡胜利会师，部队在拥有两千多年历史
的将台堡城堡东侧广场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
联欢会。将台堡会师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后一
次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跨越14个省的红军
长征的胜利结束，开启了北上抗日和解放全中
国的新的革命征程。因此，六盘山也被称为

“胜利之山”。
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把视察宁夏

的第一站定在了将台堡。在参观完三军会师
纪念馆后，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人民发出了

“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的伟大号召。

红色旅游 迈向新的长征路

今年初，电视剧 《山海情》 的热播带火
了易地搬迁扶贫典范闽宁镇。当地“趁热打
铁”深挖文旅资源，结合自身特色打造影视

旅游基地，让游客们领略脱贫攻坚后的美丽
小镇。

福宁村村民赵鸿是剧中马得宝的原型之
一，也是剧组的民俗顾问。他的农家文化大
院里收藏了剧组留下来的大部分道具，成为
游客探访的热门“景点”。一进院子就是一块
刻着“金滩村”字样的村牌，许多游客争相
与之合影。房屋内陈列着许多老物件，“这是
李大有的烟斗，这是得福的自行车，这是永
富的轮椅……都是剧组从村民家搜集来的。”
赵鸿介绍说，很多人来这里不仅是为了追星
或追剧，而是寻找“乡愁”，追寻移民奋斗的
故事。

2021年 7月 10日，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
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在宁夏闽宁镇正
式挂牌。如今，干沙滩上栽下的酿酒葡萄长
势喜人，葡萄酒产业已成为闽宁镇最大的特
色产业。据了解，目前闽宁镇已有酒庄 13
家，并建有一家共享酒庄，整体造型为福建
土楼风格。

“通过基础设施配套、产业支撑、政府引
导和企业参与，旅游产业欣欣向荣。”永宁县
委常委、闽宁镇党委书记张文称，下一步永
宁县将开发更多旅游产品，通过旅游业进一
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带动更多村民就业。

400 公里外，在移民的故乡六盘山区，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六盘山红军长
征景区利用红色旅游资源优势，推出一系列
主题活动。2.5公里的“红军小道”再现了长
征路上18个重大事件场景，从血战湘江，到
突破乌江、占领遵义，红军战士不畏险阻、
奋不顾身的英勇气概，通过黑石板上精彩的
描述和栩栩如生的战士雕像，活灵活现地展
现在游客面前。

“走在红军小道上，了解长征历史、体
验长征的伟大与艰辛，让游客追忆长征历
史的同时也培养了爱国情怀。”宁夏回族自
治区文旅厅科技教育处负责人李进云告诉
记者，环六盘山地区的西吉、隆德等县及
同心县、盐池县，在革命时期与红军的西
征和大生产运动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 些 地 方 也 成 为 如 今 人 们 重 温 “ 红 色 记
忆”的最佳去处。

数据显示，2019年宁夏红色旅游接待游
客 271.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26%，红色旅
游综合收入 7.0525 亿元，同比增长 31.33%。

“今年宁夏的景区已全部对外开放，来宁夏旅
游 势 头 火 爆 ， 接 待 人 次 应 该 会 超 过 2019
年。”李进云表示。

上图：俯瞰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
潘 江摄

下图：青少年在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参
加活动。 卢学周摄

宁夏：胜利之山开启新长征
本报记者 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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