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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看天津”，在中国近代
史上，天津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
时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红色旅游资
源丰富。“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
线路”中，天津有两条线路入选，分
别是“平津战役·走向胜利”和“生态
蓟州·田园如诗”精品线路。走进其
中，革命年代隐蔽战线的惊心动魄、
解放战争前沿阵地的硝烟烽火、改革
开放后乡村面貌的天翻地覆浮现眼
前，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图景。

新天津从这里走来

“平津战役·走向胜利”线路包含天
津市和平区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
馆、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河北区金汤
桥会师公园（平津战役胜利会师地）、周
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这条线路囊括了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场所，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天津人民开展艰苦
卓绝斗争，取得胜利的光辉历程。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坐落
于天津市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
为里巷式砖木结构二层楼房中的一个
院落。它曾是中共中央北方局 1936 年 3
月至 1937年 2月在天津的办公驻地，也
是刘少奇同志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居住
过的地方。纪念馆展览内容主要包括图
片展、实物陈列和复原两部分。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是中国共产
党在天津建立的第一个领导机关——
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诞生地。
纪念馆共 3 层 6 个展室，400 余件历史
照片和文物生动翔实地展示了天津地
方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并逐渐
发展壮大的革命成长史，真实记录了
五四运动前到改革开放后，天津人民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天津富强所
做的牺牲、努力及所取得的成绩。该
馆也是天津市唯一的地方党史展馆。

在解放天津会师地金汤桥两岸建
成的会师公园，是市民深入了解革命
历史的另一去处。放射状的绿地以金
汤桥为中心，从四面八方向中心汇
聚。草坪上安放着“会师”题材的解
放军雕塑以及坦克、野战炮实物，让
人联想到战火硝烟的前线。

建成于 1906 年的金汤桥是天津现
存最早的大型铁桥之一，桥名金汤取

“固若金汤”之意。1949 年 1 月 14 日，天
津战役正式打响，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守
敌发起总攻。面对号称“固若金汤”的天
津城防系统，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制定了

“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
击破”的作战方针，组建东西两个突击
集团，同时向金汤桥挺进。天津市委党
校地方党史研究处赵风俊介绍说，这金
汤桥就是“拦腰斩断”中的“腰”。

1949年1月15日凌晨2时左右，解
放军东线部队突破到金汤桥附近。凌
晨 5 时 30 分，解放军西线部队全面攻
占金汤桥西侧，并与东线部队在金汤
桥上胜利会师。从此，金汤桥成为天
津解放的标志性建筑。

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畔平津
道的平津战役纪念馆，详细介绍了这
段历史。今年，平津战役纪念馆基本
陈列全面提升改造工程完成，并在7月
1日重新对外开放。改陈后的平津战役
纪念馆基本陈列由序厅、战役决策、
战役实施、人民支前、英烈业绩和伟
大胜利6部分组成。展陈面积、展线长
度和文物陈列数量较之前都有大幅度
增加。“此次改陈，平津战役纪念馆馆
藏珍贵文物几乎倾囊展出，展厅内文

物陈列数量多达 3500 件，比之前增加
近千件。”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
介绍，“文物展示也由原来的平铺摆设
改为立体展示，便于观众多方位、多
角度参观展品。”开馆20多年来，该馆
共接待中外游客 2500 多万人次，成为
人们了解平津战役历史的重要窗口。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位于天津水
上公园风景区，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和国家
一级博物馆。主展厅内有周恩来生平
展“人民总理周恩来”、邓颖超专题展

“邓颖超——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
驱”；西花厅专题陈列厅设有复原陈列
和主题文物展“伟大的情怀”；专机陈
列厅陈列着苏联政府赠送给周恩来总
理的伊尔—14型678号专机，为国家二
级文物。

“两山理论”的基层实践

“生态蓟州·田园如诗”线路完整
展示了蓟州区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的丰硕成果。沿线常州村、毛家峪
村、小穿芳峪村等一村一景，乡野情
趣浓厚。位于线路终点的芳峪镇东水
厂村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冀东军区的后
方根据地，红色资源丰富，革命烈士
包森和冀东抗日军队伤员曾在此养
伤。游客沿此路线游览，不仅可欣赏
到蓟州原汁原味的乡野美景，还能在
红色遗迹间感悟历史，厚植爱国情怀。

“搞乡村旅游，既是为了保护环境，
也是因为咱老百姓‘穷则思变’。”蓟州
区下营镇常州村村支书王宝义回忆。下
营镇是抗战时期冀热辽军区所在地，位
于天津最北端的常州村，村名就来源于
抗战时期八路军电台的呼号。20 多年
前，有几位老八路想回来看看，没想到
这个乡镇竟然连住宿都安排不了。“没
办法，乡亲们都太穷了。”万般无奈，镇
里安排了七床新棉被，打扫干净一间旧
庙，请老人们将就了一宿。“那时候就想
着有没有可能让村民自己干个歇脚的
地方。”王宝义说。1994 年，王宝义请来

专家对常州村能否发展旅游业进行调
研，村民高翠莲二话没说，背上100多斤
重的水和干粮就跟着上山了。“专家们
夸咱这九山顶风景好，我就琢磨着自己
能干点儿啥。现在回过头看，真应了那
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当年“五一”，九山顶风景区正式开
业。看到景区附近没有住宿的地方，高
翠莲萌生了创办农家院的想法。顶着压
力，高翠莲东家西家借来 3000 元钱，改
造了家里的五间瓦房，买桌椅、做被褥、
改厕所，整整忙活了一个月。“当时穷成
那样，也没想着多豪华，就想着别太寒
碜，添置点东西能接待客人吧。”1994年
6月 1日，高翠莲的农家院开张了，这也
是天津的第一家农家院，大灶台、土炕，
最多住 12人，连吃带住一天 25元钱。这
一年，高翠莲家收入 1 万多元，“这可是
过去家里六七年的收入。”

如今的常州村九山顶景区，村里
建有冀东“抗日边区食堂”，向广大游
客免费提供“山野八宝粥”，还经常组
织“九山顶抗日根据地故事会”“抗日
歌咏比赛”“推碾子、轧公粮比赛”

“推车担担、牵羊送公粮比赛”等红色
旅游活动，吸引了很多游客。

自 1994 年首个农家院开业以来，
蓟州区乡村旅游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目前已发展到 15 个重点旅游乡
镇，拥有 2008 户农家院、上百家民
宿，接待床位近6万张，乡村旅游直接
从业人员达 2 万人，旅游市场火爆。
2019 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公布
了两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蓟
州区郭家沟、西井峪、小穿芳峪等 12
个村入选。近年来，蓟州区的农家院
和民宿每到双休日或节假日都一房难
求，很多都需要提前一个月预定。

岁月荏苒，转瞬百年，两条红色旅
游精品线路串联起天津的过去与现在，
向八方来客讲述着动人的天津故事。

上图：金汤桥今日风貌。资料图片
左图：蓟州区毛家峪第二届“长寿

杯”山野菜文化节开幕。 王贺玉摄

红色天津：从胜利走向幸福
本报记者 靳 博

《说文解字》说：家，居也。古往今来，人们认为有居所
和亲情的地方，就是家的所在。江苏徐州就是一座宜居宜
业、有情有义的城市。也许有人会感叹“无论海角与天涯，
大抵心安即是家”，徐州能有何特殊之处？来徐州看看，便会
有答案。

家是绵延的文化传承，悟之则高情远致

徐州这座人文之城，凝结了家的内涵与精义。天下之
大，何以为家？历史上，先民逐水而居、依水而生。徐州因
临江达海、水系纵横、环境舒宜，自古就是人类聚居地和文
化发源地。拥有 2600 年建城史的徐州，是江苏最古老的城
市。上古时期，先民们在这里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大墩
子、花厅等遗址绽放出新石器文化的熠熠光彩。徐州是彭祖
故国、徐夷故邑、项羽故都、刘邦故里。楚霸王项羽灭秦后，舍咸
阳而都彭城（今徐州），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两汉时
期，徐州城镇林立、商业发达，西汉平帝时，人口已达20万，系东
部重镇。享誉中外的徐州汉画像石，生动刻画了彭城人口殷盛、
谷米丰赡、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之景。

千百年来，中原、齐鲁、黄河、长江、运河文化于徐州
交汇交融，在承接南北、多元开放、兼收并蓄中，徐州展现
了博大深厚的人文气象，形成了“楚韵汉风、南秀北雄”的
城市特质。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彭城大地哺育了数不清的名仕巨
匠，文献学家刘向、史学家刘知几、清代名臣李卫、军旅音
乐家马可、国画大师李可染等，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光辉
足迹。以白居易、苏东坡为代表的外乡贤臣，在徐州大地上
励精图治，建立了不朽功勋。

熙宁十年，苏轼任徐州知州。上任后即遇黄河决口，“彭门
城下，水二丈八尺”，苏轼身先士卒，带领民众备畚锸、蓄土石、
积刍茭，筑起九百余丈长堤，使城池得以保全。洪水退后，于城
东南处筑“黄楼”以镇黄河。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临别时，
全城父老夹道相送，苏轼挥泪作诗《江城子·别徐州》，“回首

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放
眼徐州城，苏堤、黄楼、苏公塔、放鹤亭巍立依旧，诉说着
对故人的深深眷念。

当下，徐州正在文化传承的“高原”上起“高峰”，首届汉文
化论坛、第十四届汉文化旅游节、全国新时代家文化建设高层
论坛的成功举办，彰显了徐州传播传统文化的执著与坚守。

家是激扬的精神涌流，感之则豪情满怀

徐州这座英雄之城，见证了家的苦难与辉煌。徐州东濒
黄海、西连中原、南屏江淮、北接齐鲁，是“五省通衢”的
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冲。城邑群山环绕、水脉绵长，进可攻、
退可守，为兵家必争之地。“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
从春秋争霸、楚汉逐鹿，到三国鏖战、隋唐藩争，到两宋抗金、明
清征伐，再到近现代的徐州会战、淮海战役，历史上这里发生的
较大规模战争达400余起，造就了徐州人民的英雄豪气。

抗日战争中，徐州军民舍生忘死、同仇敌忾，于台儿庄
一役歼敌万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解放战争时
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徐州地区进行了伟大的淮海战役，打
出了“饮马长江、解放全国”的有利态势。陈毅元帅动情地
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徐州
人民不仅饱受战乱之苦，还经受水灾、旱灾、地震、瘟疫等
磨难，然而徐州人民从未被压垮，一次又一次在废墟上重建
家园、涅槃重生。

新中国成立后，徐州人民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凭借着
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一次又一次闯关夺隘、爬坡过
坎。上世纪50年代，彭城儿女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动群
众、上山造林”的号召，在石头缝里绣森林，诠释了“筚路
蓝缕启山林”的精神；上世纪 90 年代初，徐州人率先抡起

“破三铁”的锤头，书写下“创业艰难百战多”的豪迈。“地
平线下的太阳”——下水道四班，五十年如一日疏浚排水管
网，展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风采。

家是浓郁的幸福味道，品之则怡情达性

家是生命的起点，是情感的归宿，是每个人一生的依
托。徐州这座繁荣之城，成就了家的兴旺与和谐。

古彭大地上，产业转型的画卷层层渲染，新兴产业、循环经
济，擦亮绿色本底；徐工重器，亮剑全球，满城金色战甲；中欧班
列、丝路帆远，相拥蓝色海湾，产业凤凰涅槃筑牢徐州幸福的根
基。古彭大地上，城市上空的飞虹架起了幸福的高度，轨道上飞
驰的地铁跑出了幸福的节奏，棚改安置房的明窗折射了幸福的
光芒，国际马拉松赛道的发令枪声回响了幸福的声律，城市华
丽蝶变提升了徐州幸福的质感。徐州这座奋进之城，正齐心协
力打造更加幸福美好的徐州“大家庭”。

登临黄楼，极目远眺，万家灯火尽收眼底。“千家万户都
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
能好”。是啊，在徐州，千
家万户的小团圆与荡气回
肠的家国梦相依相伴，正
谱写着新的奋斗篇章。

题图：江苏省徐州市
华灯初上，夜景璀璨。

高 刚摄 （人民图片）

徐州，家的情缘
周铁根

徐州，家的情缘
周铁根

红色地标巡礼·天津篇红色地标巡礼·天津篇

触手可及的流光星辰、金灿灿的
稻穗、神秘的生命之树……每当夜幕
降临，宁波市江北区达人村景区便是
流光溢彩，灯海璀璨。8000 万盏霓虹
灯一齐在夜晚闪烁，特效、音乐、灯
光在夜空中完美融合，给游客带来奇
幻体验。

“此次灯光秀是我们耗时 100 天打
造的，一共推出了光影乐园、极光、
阿凡达神秘之树、远古神话馆、冰雪
王国、摩天轮和水幕激光电影 7 个篇
章，每个篇章都是根据景区的场景和
原有设施设计的。”达人村景区工作人
员崔倩倩说，灯光秀占地面积达300多
亩，占据了达人村总面积的2/3。

用五角星、爱心等图形勾勒出的
星光大道，3D 裸眼效果的极光，目之
所及，都是炫彩夺目。在远古神话
馆，实景特效、立体电影、全息 3D光
影系统，令游客宛若身处上古洪荒地
界，利用灯光造型和镜面效应打造出
的梦幻光影，好似熠熠银河。在冰雪
王国，缤纷灯光照映下的童话人物给
孩子们带来无限乐趣。水幕激光电影
则将光影投射在水幕上，让游客在光
与影之间感受夏日凉爽。

“我家是宁海的，这次特意带老公
孩子来看灯光秀，孩子看到发亮的瓢
虫，还有各种灯光造型的花束和小动
物，特别兴奋。”游客吴女士说。

作为国家首批、宁波首个国家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自 2018 年 9
月 28 日试运营以来，达人村就开启了
田园夜游新模式。与白天相比，夜色中

的达人村景区别有一番韵味。光影秀
围绕文化、田园、亲子、游乐等多个主
题，让乡村旅游与现代科技相互交融，
让游客在光影变化中感受田园活力。

在宁波市江北区，梦幻夜景绝不

止达人村一处。在老外滩，游客能乘
坐游船体验“三江夜游”。2020 年 6
月，老外滩码头投入运营，带给市民
和游客更多欣赏老外滩的视角。第二
届“舌尖上的相遇——中东欧美食与

‘诗画浙江·百县千碗’人文交流活
动”期间，为了更好向国际展现老外
滩百年风貌，街区就建筑墙面灯光进
行全面提升。“通过墙面灯光的铺设，
让整个老外滩亮起来，提升三江六岸
的整体颜值。”老外滩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肖红民说，“七一”时，街区还专门
为庆祝建党百年设计了灯光秀。在老
外滩人民路一侧几栋建筑的墙面上，
红绸从左至右缓慢飘扬，烟火绽放，
白鸽飞翔。“党建主题是其中一部分，灯
光秀还包含了万物生长、书藏古今、港
通天下、时尚新潮等主题内容。”

与此同时，在千年古县城慈城，
梦幻夜景也成为古城的特色标志之
一。今年五一，骢马河国风文化生活
街区正式对外开放，一场绚丽多彩的
灯光秀在古城墙上拉开了序幕，让游
客们梦回千年。

不论是霓虹绚烂的百亩农田，还
是光影斑斓的千年古城，抑或是中西
合璧的相映成辉，宁波的江北岸正越
来越靓。

左图：达人村景区光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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