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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过程中，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向綦江挺
进，盯防川军和贵州盐防军，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
利召开。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三路，其中一
路从贵州松坎出发到达綦江，造成佯攻重庆之势，
为四渡赤水创造了有利战机，顺利实现了党中央和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可以说，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境
地，綦江是中央红军完成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保障
和支撑。中央红军辗转綦江，为綦江人民乃至重庆
人民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遗址、遗迹和弥足珍贵
的精神财富。

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
案》。2020年5月，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
设实施方案》，明确在綦江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綦江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着力打
造重庆重要红色文化高地，敢闯敢干，唯实争先，高
站位、高标准推动各项工作，“红色綦江”品牌逐渐
彰显。

为切实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依托中央红军长征转战綦
江的红色资源，綦江整合推出了缅怀先烈学党史、
致敬英雄学党史、长征路上学党史等多条红色教育
线路，并启动了“长征路上学党史”活动，讲好长征
故事、红色故事。

活动通过情境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学、仪式
教学等多种学习方式，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瞻仰一
批先烈故居、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观看一部红色影
片、聆听一批红色故事、重走一段长征之路、体验一
次忆苦思甜、开展一堂党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在这里，一处处革命旧址，就是学习党史丰富
生动的教科书；一个个红色故事，就是淬炼初心使

命最好的营养剂……截至目前，“长征路上学党史”
活动吸引了市内外4500多个党组织30余万人次
到綦江开展学习活动。

为提升綦江红色文化的知名度、辨识度和美誉
度，綦江还依托区内外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对
外影响。2019年7月，由中宣部组织的“壮丽70
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
动走进綦江。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18
家中央、市级媒体140余名记者重走长征路，到石
壕红军烈士墓、永城王良故居进行采访报道。中
央、市级媒体以及新浪、网易等商业网站发布或转
发稿件1000余条，全网阅读量过亿，取得了良好的
宣传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精心打造的电影《王良军长》在
全国公映后，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央视《新闻联

播》对此以《展映党史题材影片点亮信仰之光》为题
进行报道，盛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观影魅力中，
感悟党的光辉历程，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前行力
量”。

同时，以红军长征转战綦江为背景的本土革
命题材电影《东溪突击》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并
陆续编撰完成《图说綦江党史》《王良史料选编》
《綦江红色故事》等党史资料书籍，推出民间吹打
《血战黄洋界》、歌曲《忘不了你》、舞蹈《寻》、音乐
情景剧《王良军长》、情景音诗画《红色綦江》、诗集
《军功传千古》等文艺作品，红色綦江的辨识度不
断提升。

綦江将加强红军长征转战重庆纪念馆审批进
度跟踪，积极筹措项目资金，提前开展土地调规、展
品征集等方面准备工作，力争尽快动工建设。

今天的王良同志纪念馆展示了300多件文物、
200余份档案文献和600余张图片等，并运用多媒
体技术手段，分成探索改造社会之路、井冈山斗争
淬炼成钢、从支队长成长为纵队司令、铁军师长反

“围剿”、“铁四军”东征福建、将星之陨、永远的纪念
等单元，介绍了王良为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而战的
光辉一生，集中展示了王良同志的丰功伟绩。

中共綦江支部是重庆最早成立的党支部之一，
綦江古南人邹进贤则是綦江第一个党支部的主要
创建人。2021年1月对外开放的中共綦江支部旧
址（邹进贤故居）展示了中共綦江支部成立的历史
背景、发展历程等，可让更多人了解红色历史。

在綦江，从王良故居、中共綦江支部旧址等革
命文物的修缮开放，到红军桥修缮、红一军团司令

部旧址恢复、红军烈士墓及纪念碑改造……展现的
是綦江保护好、修缮好红色文化资源、革命文物资
源本体的决心、力度和成果。

綦江境内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6处，其中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7处。
有革命遗址遗迹176处，其中39处已收录于《重庆
市革命遗址通览》。

綦江区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进一
步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力度，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起部门、街镇协同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利用
的工作机制。

近年来，綦江整合发挥各渠道资金最大效益，
启动了一大批重点项目，完成了王良同志纪念馆、
石壕红军烈士墓及纪念碑改造等10项重点建设项

目，实现了中共綦江支部旧址、红军桥等9处文物
单位保护修缮，达成了红一军团二团指挥部旧址等
5处革命遗址遗迹对外开放。

綦江区按照“严格保护，修旧如旧，保留原貌”要
求，通盘考虑革命历史类设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周边的环境规划，设计好建筑风格、内外设施、
停车系统等，做好实地查勘，做好可行性论证，统一
风格、统一设计。綦江全面实施革命文物连片保护
利用工程，加大遗址遗迹调查和保护力度，邀请市内
外长征学专家学者，到安稳镇、石壕镇等地深入调查
研究。市级社科规划项目《綦江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如期结题，为长征文物
保护提供有力支撑。将长征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专项
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定期调度、打表推进。

不久前的清明假期，许多游客来到綦江游玩。特别是王良同志纪念馆及故居、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石壕红军烈士墓等红色

景点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参观游览、缅怀革命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红色研学游成为新时尚。

綦江是一块红色沃土，川渝黔边革命的摇篮，革命文化资源丰富，是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境地。中共綦江支部是重

庆市有确切记载的最早的党支部，是重庆及川东地区有支部一级组织活动的显著标志，是重庆地区最早建立的两个党组织之一。

在綦江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曾涌现出诸多的革命英烈：有原红四军军长王良，有邹进贤，有被称为黄埔“霍氏三杰”的霍步青、

霍锟镛、霍栗如……

近年来,綦江全面承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建设任务,依托中央红军转战綦江的遗址遗迹、中共綦江

支部旧址(邹进贤故居)、王良故居、石壕红军烈士墓、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等红色资源,用活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规划建设红军

长征转战重庆纪念馆,争创国家级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加快重庆重要红色文化高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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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清明假期，在綦江永城镇中华村王
良同志纪念馆，排队等待10余分钟后，游客李锐
来到献花屏幕前，在电子屏幕上轻轻一点，成为向
王良网上献花的参观者。开馆至今，王良同志纪
念馆已接待参观者逾60万人次。

綦江是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境地，
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近年来，綦江深入挖掘红
色资源，打造“没有围墙的红色课堂”，在注重传承
红色基因的同时，让红色资源充分赋能乡村振兴。

“红军故里的后代，必须像他们一样敢打敢
拼!”仲春的夜晚，永城镇中华村一处院坝里，党
员、村民、游客聚齐一堂，共忆革命传统、共赞发展
成果、共话美好前景……

中华村是王良的家乡，之前经过努力攻坚，该
村实现了整村脱贫。脱贫不是终点，该以什么样
的姿态站到新奋斗的起点？村党委“一班人”到王
良故居感悟初心。“英勇善战，屡建功绩”是对王良
仅27年短暂生命的高度评价，一个“屡”字体现出
对革命事业的担当和党员的冲锋姿态。接续推进
乡村振兴，同样需要这样的精神。

为此，中华村组织了近200名退役军人争当
乡村振兴“领头雁”，采取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模
式，盘活资源要素，打开产业发展新局面。目前，
通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和劳务公司，人均年收入
超2.7万元。

近年来，綦江积极探索“红色文化+”模式，启
动“红色文化+旅游”“红色文化+文创”“红色文
化+教育”，开展多种研学活动，加强红色旅游线
路宣传推介，还推出“冲锋娃”等30余款红色文创
产品，着力打造“红綦”文创IP，塑造红色旅游品
牌，促进打造綦江全域旅游升级版。

在去年底举行的首届中国(綦江)食品产业高
质量发展大会上，“红綦”文创产品作为大会伴手
礼广受欢迎。

南州旅投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挖
掘红色资源、提取红色元素，推出更多契合綦江当
地红色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

早在2018年，綦江就与遵义加强合作联动，
以红色文旅为连接点，实现“遵綦”文化旅游协作
共建模式。完善中央红军长征时在綦江活动的史
实考证研究，将綦江纳入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中心
的红色旅游视野，打造遵义—綦江—赤水的“红三
角”旅游带，突出綦江红色文化的重要性、唯一性
和独特性。

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启动建设，綦江作为
重庆段的主体建设区，打通“红三角”与重庆红岩
革命历史文化中心的联系，共同打造无障碍旅游
区；推出集红色培训、红色研学、红色旅游于一体
的红色旅游精品路线，促进区域红色旅游基地打
造，让红色文化在旅游产业中全面延展，努力把綦
江培育成为“重庆重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重庆
长征体验目的地”。

綦江还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
与四川自贡等联动发展，积极融入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

綦江将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綦江主体建设
区的建设，继续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弘扬红色
传统，不断加强红色教育，持续讲好红色故事，奋
力打造重庆重要红色文化高地，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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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王良故居修缮完毕。

◎2019年
王良故居布展完毕，对外开放。

◎2020年
讲述1935年中央红军在重庆綦
江境内的活动为背景的电影

《东溪突击》院线上映。

◎2021年
中共綦江支部旧址修缮完毕，
对外开放。

王良同志纪念馆开馆。

石壕红军桥、红一军团司令部
旧址修缮完毕，对外开放。

讲述王良同志投笔从戎革命经
历为背景的电影《王良军长》院
线上映。

◎2022年
红军长征转战重庆纪念馆建设
规划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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