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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
高举旗帜，到解放战争时期“红岩精
神”绽放光芒；从三峡工程库区移民
顺利搬迁安置，到文旅项目助推乡村
繁荣振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重庆人民迎接一次次挑战，克服一次
次困难，在巴渝大地上传承红色血
脉，书写发展崭新篇章。

在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
路中，有四条与重庆有关，分别是

“踏寻红岩足迹·感悟红岩精神”、“中
国三峡·世纪工程”、“旅游扶贫·渝乡
成就”和“壮美三峡·安逸乡村”精品
线路。这些线路将重庆经典地标串联
起来，集中展示了山城的革命历史、
奋斗之路。

在废墟上创造新中国

红岩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因日机
轰炸，原秘密设于机房街 70号的中共
中央南方局移驻红岩。周恩来同志领
导的南方局高举抗战民主旗帜，在国
统区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
下不朽功勋。

“在废墟上创造新中国！”位于嘉陵
江畔的红岩革命纪念馆，详细记载了南
方局自1939年起至1946年东迁期间的
历史。当年，重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遭受日军轰炸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
长、损失最惨重的城市。市民在残垣断
壁上刷下“愈炸愈强”巨幅标语，向世界
宣告重庆是一座“英雄之城”。

一台《新华日报》印刷机置于纪念
馆展厅中间。1938 年，武汉沦陷后，《新
华日报》迁至重庆，是中国共产党在国
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毛泽
东同志曾高度评价，我们不仅有一支八
路军、新四军，还有一支“新华方面军”。

《新华日报》共发行 3231 期，在厅内的
多媒体展示屏上，3000多期《新华日报》
全部录入其中，游客选定任意一天，便
可看到当天的报纸。

从红岩革命纪念馆前往近旁的八
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迎面遇上一棵
老黄葛。“走红岩，投八路，抬头先看
黄葛树。”这棵老黄葛曾是外界人士寻
访红岩的重要路标，往左后方是国民
参政会大楼，往右前方便通向八路军
重庆办事处。它也被称作“阴阳树”，
曾见证了国民政府监视下中共中央南
方局工作的不易。毛泽东办公室位于
办事处二楼，1945 年，毛泽东同志应
蒋介石之邀来重庆谈判，大部分时候
便是在此办公、住宿。

除了红岩革命纪念馆和八路军重
庆办事处，渣滓洞、白公馆、红岩魂广场
等红色地标都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宁
死不屈、宁难不苟的英勇事迹。在那段

风雨如磐的岁月中，江竹筠、陈然等中
国共产党员，经受种种酷刑折磨，为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
结成伟大的“红岩精神”，教育和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讲述长江故事

“中国三峡·世纪工程”精品线路中，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白鹤梁位于重庆涪陵城北的长江
中，全长1600米，平均宽约15米。石
梁上刻有自唐代广德元年 （763年） 至
1963 年的题刻 165 段、石鱼 18 尾、观
音2尊、白鹤1只，记载了长江涪陵段
1200 余年间的枯水水文，堪称长江古
代水文资料的宝库。“白鹤绕梁留胜
迹，石鱼出水兆丰年”，1000 多年间，
古人以石鱼为标尺，通过题刻的方式
记录水位变化，石鱼完全露出水面，
就意味着一个枯水周期即将过去。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自 2009 年开放
以来，累计接待中外游客 195 万余人
次，免费讲解 6.7 万余场次，组织巡
展、研学 275 场，先后获得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国家水情教育基地等称
号，是长江历史文化的绚丽名片。

然而，这座水下博物馆却经历了6
次方案调整。2003 年，中国工程院院
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葛修润提出的

“无压容器”方案最终被采纳。历时 7
年，耗资2.1亿元，建成了这座世界上
唯一的遗址类水下博物馆，将中国古
代人民的智慧留存了下来。

乘坐91米长的扶梯，穿越150多米
的水平廊道，再步入水深 40 米的参观
走廊……游客能透过 23个观察窗一览
题刻原貌。这是文物保护领域与工程领
域紧密结合的一次创举，也是三峡库区
文物保护工程中最复杂、科技含量最
高、涉及学科最广的项目，被评为 2009
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一等奖。

推动乡村振兴

近年来，重庆推动三峡库区跨越
式发展，文旅事业翻开新篇章。

种柑橘，雕红叶，赏美景……在
重庆市巫山县北部，安静村越来越

“喧闹”。
双龙镇安静村坐落在大山深处，

曾有 12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比达
17%，曾是当地出了名的贫困村。

如今光景大不一样。靠着巫山红
叶，村里请来文艺志愿者、剪纸传承
人等，免费教村民们叶雕手艺，还请
来西南大学的植物学家，研发红叶防
腐保色技术。原本落在地上无人问津
的红叶变成了形态各异的叶雕，村民
谢天玉靠这手艺，日子越过越好。

目前，安静村的叶雕文创产业链渐
成规模，年产值达 25.6 万元，全村 2240
人的生活都与叶雕产业关联起来。近年
来，安静村还新修村级公路，种植 6000
亩高端柑橘品种，还借形似“大鲢鱼”的
鱼头湾风景吸引游客。

巫山红叶似彩霞，2020 年红叶节
期间，巫山县接待游客 108.1 万人次，
带动旅游综合收入9.51亿元。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同处双龙
镇的白坪村，大力种植金丝皇菊、贡
菊等品种，打造“石上生花”乡村旅
游田园基地，集吃、住、游于一体，
开发“菊花宴”系列品牌，带动全村
文旅增收。

不只双龙镇这两村，“旅游扶贫·渝
乡成就”和“壮美三峡·安逸乡村”两
条精品线路辐射巫山县、酉阳县、奉
节县多地，包含下庄村、白龙村、桃
花源景区、三峡原乡景区等多个村庄
和景点，串起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上图：长江三峡巫峡两岸风光美
不胜收。 王忠虎摄 （人民图片）

左图：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重庆：红岩魂激励前行
刘新吾 朱思凝

七月的柴达木盆地天气多变，
昼夜温差大，时常有沙尘。从甘肃
敦煌乘车到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冷湖小镇大约10个小时，沿途
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车。平
素安静的冷湖小镇因“航天少年火
箭先锋夏令营”的到来，平添了几
分喧嚷热闹。

“冷湖”二字与中国第一代石
油工人在这里发现石油并开发建设
紧密相连。戈壁滩上竖立的几台采
油“磕头机”和它身后的旷野，见

证了1954年石油大会战轰轰烈烈的
场景。当时，数以万计的石油工人
工作生活在这里。20世纪80年代后
期，人们陆续搬离这片戈壁，只有
四号基地留存下来，成为今天的冷
湖镇。215 国道边的戈壁滩上，矗
立着高耸的纪念碑和一片墓地群。
墓碑上铭刻着为新中国找石油不惜
付出生命的老一代石油人的名字，
座座墓碑面朝东南，寓意他们长眠
于此，守望自己的故乡。

柴达木盆地被许多人称作“地

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无人区沟
壑纵横、犬牙交错的地形既令人生
怯，又让人着迷，在这里，还有大
面积珍贵的雅丹地貌。如今，突飞
猛进的航天技术给这片无人区带来
发展新机遇，冷湖镇翎客航天试验
基地以及航天旅游产业相关配套设
施正拔地而起，吸引八方来客，其
中就有参加此次“航天少年火箭先
锋夏令营”活动的孩子们。这群孩
子来自全国各地，最大的17岁，最
小的只有10岁。孩子们白天顶着戈
壁风沙，在户外负重徒行，夜晚搭
帐露营，看漫天繁星、九天银河。
在“火箭工厂”，他们自己动手制
造，成功发射可回收的模拟火箭。
由科幻小说改编成的沉浸式剧目

《灵魂游舞者》 表演，给身处大漠
星空的孩子们带来梦幻体验。科

学、科普、科幻三大论
坛讲座现场，孩子们用
专业的航空术语争先恐
后提问，交流场面十分
热烈。中国航天科技国
际交流中心副主任周岫
彬说：“这些孩子的航
天知识积累、理解力和
创造性思维超出我的想
象，我看到了中国航天
事业的希望，下一代的
航天少年未来已来。”

未来，冷湖将发展
成科幻创作、极限运
动、“火星”营地和航
天旅游的集散地。让冷
湖小镇重新复苏，青海
冷湖不再“冷”！

左图：夏令营营员
在戈壁中搭帐露营。

青海冷湖不再“冷”
本报记者 赵树宴文/图

青海冷湖不再“冷”
本报记者 赵树宴文/图

“仙踪镇六衖地区是一片烈士鲜
血浸染过的土地，这里是安徽省含
山县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黄山
抗日游击队的诞生之地，这里也涌
现出不少英雄志士，其中有朱立
群、叶碧……”8月5日，含山县仙
踪镇宣传干事庆小敏在该镇六衖村
的黄山抗日游击队旧址，给前来参
观学习的游客热情讲解。

六衖村号称含山县的“石头部
落”，山水风光秀美，亲子游、养生
游、田园采摘游发展火热。今年，
恰逢建党 100 周年，仙踪镇抓住庆
祝建党百年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时机，在建好用好六衖展览馆、朱

家大院等红色旅游景点的同时，又
深入挖掘黄山抗日游击队的资源。7
月 1 日，新建起的黄山游击队旧址
正式对外开放。随着红色旅游的兴
起，闻讯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
党员络绎不绝。仙踪镇人大副主席
钟倩雯喜滋滋地说：“六衖村、仙踪
镇之所以火，除了有石头部落的神
奇景观，最主要还是红色资源在推
动。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红色资
源的开发对提升景区知名度、展现
仙踪镇新面貌起到了极大作用，村
民自豪开心，我们镇干部开展工作
也更有干劲。”

今年以来，安徽省含山县把红

色旅游和生态旅游有机融合，把红
色旅游跟乡村振兴紧密结合，使红
色旅游有看头、有说头、有卖点。

林头镇将含山县第一个党支部
事迹陈列室成功申报为马鞍山市市
级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基地，加大投
入，打造巨幅小红军油菜花景观，
提升基地周边环境，打造福山片 4
个标志性节点，建设了一条长约 10
公里的红色长廊，使茅林路成为一
条“红色之路”“生态之路”和“绿
色发展之路”。铜闸镇完善含山县革
命先烈事迹陈列室功能，正在建设
三期工程，与老鹅汤美食村建设完
美结合。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安
徽省含山县 10个市县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已接待观众 （游客） 27.3 万
人次。除了线下旅游火爆，含山县
还精心策划“云看含山红——含山
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展播活动”，
给每个基地做了一个云全景和一部
短视频。云全景充分利用 VR 全景
技术，让参观者足不出户，就可以
在手机上游览含山县各个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并且能在各个场景中随
意走动，沉浸感十足。同步推出的
讲解短视频，也能帮助参观者更好
地了解背后的故事。

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搬”到
网上、“住”在云上，短短一个月，通
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新
媒体平台的传播，含山县的各个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访问量已达 30 多万
次。含山县的红色文化“活起来”了，

“含山红”的底色也更加明亮。
上图：含山县仙踪镇宣传干事

庆小敏在黄山抗日游击队旧址给游
客讲解相关历史。

“含山红”亮起来
田斌锋文/图

一群白牦牛在雪野迟缓地
挪动步子，间或发出三两声嚇
哧，如海螺发出的声响，低沉
而有穿透力。它们抖动身上的
雪和草屑，惊起野兔飞奔的弧
度。鬃毛撩起闪电，打开隐于
生命深处的藏地密码。

白牦牛亦非通身雪白，其嘴
巴、犄角和蹄子红中泛黄，粉红
色皮肤多有黑色小斑点。白牦牛
的性格温顺又狂躁，静下来如处
子，躁起来大有雪崩之势。徜徉
于山水和飞雪中的白牦牛不羁
地生长，喝雪山圣水，听飞鸟青
虫啼啭，与一只蚂蚁诉述心语，
旷达中透出孤傲和决绝，像一朵
朵雪牡丹盛放在高原。如它的毛
色一样，它的灵魂深处白得纯
洁，濯尽污垢，空茫而灵动。

甘肃天祝的白牦牛源于昆
仑山至祁连山一带的野牦牛，由
古羌人驯化而来。驯化的白牦
牛，抗寒耐饥，即使在零下20多

摄氏度的冰川雪原，亦可背负
200多斤重物履冰卧雪，从容自
若。白牦牛走过雪山草原，蹚过
河流沟壑，丈量着岁月，一路走
来已有 4000 多年历史了。它留
在苍茫大地的每一个蹄印里，都
封存着日月光华，保留着游牧民
族前行跋涉的体温。

纳央草原由祁连山脉延展
到天祝县旦马乡一带，每根草托
举的露珠都闪耀着久远的故事。
唐贞观十五年，唐宗室女文成公
主与吐蕃藏王松赞干布联姻。文
成公主一行从长安出发，途经扎
帐，给当地留下谷物、果木种子
和纺织技艺，当地百姓感其恩
惠，在文成公主启程时，特意送
上天祝白牦牛为其驮运嫁妆。文
成公主将这份感动埋在心底，一
路西进，撒下汉藏友谊的种子。
白牦牛肩负和平使命，在悠悠岁
月中演绎的一个个鲜活故事，已
深深种在了这片土地里。

白牦牛和牧人相处时间长了
会生出感情。记得一次转场中，几
头小牛犊跟不上牛群，我们很是
着急。父亲却说，找一块临水的草
地留它们歇息，它们会跟上牛群
的。母亲就把那几头小牛犊留了
下来，没几天，它们真的找到了我

家的圈窝子。后来，我向父亲问及
此事，父亲说，藏民的牦牛认着一
顶帐篷。我从父亲这句话里知道
了白牦牛的敦厚与忠实。

在天祝，白牦牛喝着矿泉
水，吃着虫草贝母，呼吸着新鲜
空气，填补着草原的辽阔和寂
寞。特殊环境里生长的白牦牛，其
绒毛清亮、柔软且保暖，用白牦牛
绒、毛做成的呢料美观结实，华贵
典雅。白牦牛肉细嫩、脂肪低、富
含高蛋白质，是当之无愧的美食。

在天祝，白牦牛肉、白牦牛
奶的做法也很别致。把白牦牛肉
切成尺把长的肉条，经风干和烟
熏即为牛肉干，可以做牛肉干面
片。将牛肉干置于木墩或砧子，
用斧背将其砸酥，和野葱花一起
过油，再加水、干萝卜和作料，水
沸几分钟后下面片即可。混合着
牛肉干、野葱花和干萝卜香气的
面片，弥散整个巷子，是我童年
记忆里最美好的记忆。

白牦牛炼制的酥油可以做
点心。“辛太艾”（藏语，意为藏式
点心）制作时先将面撒入沸水，
成糊状后，把白牦牛酥油、曲拉

（奶酪）以及白糖一同放入，整个
过程要在不停地搅动中完成。藏
家人吃“辛太艾”，一般要将其放
凉，削为薄片，放在滚烫的酽茶
中，喝口茶，再就着辛太艾慢悠
悠地回味着吃。

白牦牛毛易染各种颜色，冷
兵器时代，刀枪、旌旗上的缨穗
和帽子上的红缨子，大都用白牦
牛毛做成。白牦牛的粗毛可制成
花样繁杂的地毯、毡垫、壁毯。壁
毯图案多为藏八宝、神话传说和
民间故事。伴随着旅游业的开发
和白牦牛文化内涵的开掘，白牦
牛拂尘、牛角梳、牛角藏刀、牛头
图腾等各种精美的工艺品走俏
旅游市场，其使用价值、观赏价
值和经济价值也日渐显现。

如果想了解白牦牛的历史，
可以到纳央一带寻找岩画。这里
的岩画多为牧人放牧的场景，白
牦牛或卧或奔跑的姿态传神逼
真。那些风雨剥蚀的岩画，给后
来人打开无尽遐想的空间。

上图：天祝白牦牛。
王守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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