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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是一块红色的土地；井冈山，是一
个绿色的宝库。井冈山——革命山——旅游山
——文化山，红色铁流融汇井冈山之后，井冈山
的生命力得到了焕发，“星星之火”不仅燃遍了神
州，也凝聚成不朽的井冈山革命精神。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
军井冈山，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
地。1928 年 4 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
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与贺龙领导的南昌起
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会师部队合编为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
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井冈山迄今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址遗迹 100多
处，其中26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
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奠基石”。井冈山先后被列为“首批全国青少年
革命传统教育十佳基地”、“全国优秀社会教育基
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重点红色
旅游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全国生态旅
游示范区”和“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等。

近年来，井冈山坚持“红色引领，绿色崛
起”发展战略，围绕“红色最红、绿色最绿、脱
贫最好”的目标，坚持“红色引领、绿色崛
起”，紧扣旅游业发展转型升级，全力打好“红
绿”两张牌，做好红色培训、休闲度假两篇文
章，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旅游市场覆盖面不

断扩大，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持续提升，井
冈山旅游业呈现快速、有序、良性增长的发展态
势，有效带动了井冈山经济社会发展。

井冈山按照“全民参与、全产业链融合、全
地域打造”的理念，变“过客来了就走”为“常
客来了就留”，全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大力实
施“旅游+”行动计划，深入推进“1+4”特色
经济发展，着力打造以旅游业为主导，以总部经
济、休闲经济、会展经济和电商经济为补充的现
代服务业。全力实施“茨坪+”行动计划，加快
推进特色旅游小镇建设，重点推进以茨坪为中
心，向梨坪、罗浮、拿山、厦坪、黄坳、龙市和
茅坪等区域辐射，开发建设了井冈山国际山地自
行车赛道等项目，全面启动了罗浮片区旅游综合
开发，努力打造多元化旅游产品。同时，主动融
入并引领井冈山、永新、遂川红色旅游一体化建
设，加强与武功山、青原山合作，打造“大井冈
旅游经济圈”。

井冈山依托贫困村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按
照宜游则游的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
发原生态体验、观光采摘、农家乐、垂钓休闲、
养生度假等乡村旅游特色产品，为贫困群众开启
了旅游脱贫的绿色新通道，目前全山从事乡村旅
游的经营主体逾千家，吸收贫困户1300多户，占
贫困户总数的31%。茅坪乡神山村积极发展“入
户体验”旅游，有7户贫困户参与农家乐，户均
增收 1 万元左右。坝上村推出的“红军的一天”

红色培训体验项目，当地贫困群众通过为学员提
供食宿等方式增加收入，户均增收2.3万元。

旅游业是井冈山的主导产业，目前，井冈山从
事旅游服务业人员近 4 万人，占全山人口的 1/4。
未来，井冈山将继续挖掘潜力，进一步改善游客体
验，积极推动旅游经济壮大。以纪念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创建90周年为契机，坚持挖掘红色文化内
涵，打造 《永恒的信念》《井冈山精神代代相
传》 等精品课程，加强资质管理，规范培训市
场，持续提升集体验式、参与式、互动式为一体
的红色培训“井冈模式”，重拳打造红色培训品
牌。全力推进一个雕塑、一场演出、一本书籍、
一堂党课、一部影视的“五个一”文化产业工
程。围绕纪念井冈山根据地创建90周年，重点抓
好井冈山精神展等系列活动，并推出一批红色旅
游精品线路。加强杜鹃山景区、龙潭、水口等绿
色景区的开发升级，巩固创新绿色旅游，努力打
造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提升井冈山旅游竞争
力。

井冈山还将推动旅游服务升级。从传统走向
智能，从线下向线上延伸，建立常态化、长效化
的旅游市场监管机制。继续推进“智慧井冈山”
建设，优化智慧管理功能及智慧旅游功能，拓展

“智慧井冈山”大数据平台的综合应用功能，推
动平台在民生事业、社会治理、便民服务等方面
的共建共享。全力推进南山景区改造提升等重点
项目，促使井冈山全山旅游服务水平提档升级。

南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升起的地方，是一
座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

1927年，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在
这里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城头升起了第一面
军旗，人民军队在这里诞生，从此南昌被誉为英雄
城。

丰富的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是美丽南昌历史
文化的经典符号。南昌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主要有
八一起义纪念馆及旧址群、新四军诞生地旧址、八
一广场、革命烈士纪念堂、方志敏烈士陵园、小平小
道等。近年来，南昌红色旅游以特有的吸引力，从
小到大，从少到多，不断发展。2016年，南昌市红色
旅游接待总人数达到 142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91.2亿元。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是为纪念南昌起义而设
立的专题纪念馆。1956年成立，1959年正式对外开
放，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所辖五处革命旧址——总指挥部旧址、贺龙
指挥部旧址、叶挺指挥部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旧
址和朱德旧居）。展陈的内容主要有南昌起义和人
民军队光辉历程。2014年，纪念馆再次进行基本陈
列提升，新增了《强军之梦》，主要展示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
和成果，并对各处旧址相应进行了陈展更新。

近年来，南昌市通过收集历史资料、加强重点
研究、旧址维修和陈列布展等举措来挖掘和弘扬红
色历史。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起义
90周年，为了更好地宣传南昌起义革命先辈的光辉
业迹，传承和弘扬“八一精神”，作为八一南昌起义
暨建军9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南昌市重点对
八一起义纪念馆等“一馆五址”周边环境进行优化
改造、展陈征集提升。同时，抢救、保护和运用新四
军军部南昌旧址群，全面再现旧址真实面貌，使之
成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红色旅游的
一张新名片。

“八一”主题的群众性活动是南昌市民文明素
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双提升”的鲜活载体。近年来，
南昌市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入学校、国防教育入学

校、红色文化入社区等一系列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不断地丰富着南昌市民文化的“八一”特质和内涵。从革命遗址的修缮到红
色文化的普及，从“八一”品牌的塑造到红色基因的传承，英雄城、拥军模范城的
南昌城市品格已然成形，“美丽南昌·幸福家园”的美好画卷正在舒展开来。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工
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
称“八路军”。遵从中共中央抗日战争
的战略方针，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华
北战场。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位于
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东部的王家峪村
和砖壁村。在这两处驻扎期间，朱德、
彭德怀、左权等领导人，坚持艰苦卓绝
的斗争并运筹帷幄指挥了名震中外的

“百团大战”，造就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和
八路军文化。

寒来暑往，岁月更替，战争的炮火
早已停息。如今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旧
址已成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游客可以
在这里感受八路军的文化和精神。

在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内，如今建
有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王家峪纪念馆
和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百团大战纪念
馆。前者位于武乡县城东35公里处的
丘陵山区，由联通的5所农家院落、一排
窑楼和“红星杨”公园组成，计有窑洞36
孔、房51间、碑亭2个。后者位于武乡
县城东45公里处的蟠龙镇砖壁村。

两处旧址分别于 1964 年和 1980
年正式对外开放。免费开放的场馆、
全天候的接待模式、完善的基础设施
和高质量的宣传获得了游客的好评。
旧址内的展厅、上百张历史照片和近
千件革命文物，向游客展示了老一辈
革命家艰苦战斗生活的真实情景，讲
述了八路军英勇抗敌、保卫河山的英
雄壮举。近年来，随着“红色旅游”的
升温，络绎不绝的中外游人来此参
观。据长治市外侨文旅局旅游科统
计，八路军总司令部两处旧址纪念馆
总接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2015年
27 万人次；2016 年 30 万人次；2017 年
上半年已达到17万人次。

八路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独特的红色资源。长治充
分地发掘利用八路军红色文化，促进当
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八路军总司令部
旧址不仅是一处集革命传统教育、旅游
观光、体验太行风俗民情为一体的游览
胜地，正逐渐成为八路军红色文化交流
的平台和八路军红色文化展示的基地。

硝烟散去满眼春。七十余载虽已
逝去，但那些感人至深的抗战故事，依
然定格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千百次抗
争，风雪饥寒，他们不改本色；千万里转
战，穷山野营，他们不移决心。他们的
名字叫新四军。历经艰难险阻，千百次
浴血奋战，新四军的铁军气魄令敌人闻
风丧胆。

走在新四军纪念馆，仿佛穿越于历
史的烟云，重温那段铁血抗战历程，一
张张旧影，一件件旧物，再现了新四军
在抗战中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四军的铁
军精神已融入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成
为盐城人民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西有延安，东有盐城”，皖南事变
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盐城成为
华中抗战中心，刘少奇、陈毅、粟裕、黄
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
这里生活、战斗过。1986年10月盐城
新四军纪念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它是全
国唯一的专业性新四军纪念馆，是全
面、系统反映新四军抗战征程的大型综
合性纪念馆。自开馆以来，该馆已接待
国内外观众2500多万人次。

新四军纪念馆由主馆区、建军广
场、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三部分组成。
主馆区位于城东，有东进雕塑、纪念碑、

新四军展览馆和新四军人物馆、碑林、
游客服务中心等组成；建军广场在市中
心，以新四军骑兵铜像为主体的新四军
重建军部纪念塔如今已是盐城的城市
标志；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在城西泰山
庙内，包括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的旧
居，还有文物、史料、图片展览等。

作为新四军纪念馆内容的拓展和
延伸，新四军人物馆于2009年建成并
对外开放。新四军老战士、原中央军委
副主席张震上将题写馆名。馆内展示
了近900位新四军杰出代表人物的风
采风貌。2016年新四军纪念馆在军部
旧址泰山庙恢复中共中央华中局旧址
陈列，推出《中共中央华中局历史陈列
展》。这是国内第一个以中共中央华中
局历史为主题的展览。

新四军纪念馆作为盐城最早的4A
级旅游景区，全世界了解中国抗战史的
重要窗口，接待游客数量逐年增加，
2014年为186.06万人次，2015年199.59
万人次，2016年205万人次。先进的展
陈设备、丰富的馆藏文物、多样的宣教
形式给来馆参观的游客留下了深刻印
象。对于老人来说是一种回忆，对于年
轻人是一种激励，对于孩子们更是一种
教育。

他们是英勇无畏的战士，是舍身
护民的勇士，是逆火而行的英雄，铸成
淮海大地不灭的灵魂。走进淮海战役
纪念馆，缅怀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每一
位为国捐躯的先烈，仰望每一种英勇
献身的精神。

六十九年前，60万中国人民解放
军与80万国民党军主力经过66天浴血
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取
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的
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场战役被称
为“淮海战役”，它以持续时间最长、歼
敌人数最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等特
点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中关键
的一役，成为专家、学者、百姓津津乐道
的经典战役。淮海战役革命先辈们所
表现出的决战决胜、一往无前的“淮海
战役精神”，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为纪念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弘
扬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英烈的丰功伟
绩，1959 年 4 月 4 日国务院决定在江
苏省徐州市兴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
塔、淮海战役纪念馆。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区占地面
积79万平方米，建有淮海战役烈士纪
念塔、淮海战役纪念馆、淮海战役全景
画馆、淮海战役总前委群雕、淮海战役
碑林、徐州国防教育馆、徐州双拥展览
馆和粟裕将军骨灰撒放处、胡耀邦植
树处、徐州市见义勇为英烈纪念广场、
新四军纪念林和青年湖等景点。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区建成开
放50余年来，牢牢把握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和培育先烈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宗旨，积极推进红色旅游景区建设与
发展，已初步建成“红色”文化、军事文化
特色突出，“绿色”自然景色优美，服务设
施一流的革命纪念地和红色旅游景区。

作为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淮海
战役纪念馆每年吸引300多万游客参
观。优美的自然景观与庄重肃穆的纪
念建筑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使游客在
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的同时感受到诗情
画意的绿色景观，实现了用红色文化
吸引人，用绿色景观留住人的效果。

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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