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提 示

“上井冈驰骋闽赣红四军骁
将英勇善战，战黄洋克敌龙冈好
干部王良屡建功绩。”

阳春三月，綦江永城镇中华
村，王良故居门前的这副楹联概
括了烈士王良的光辉一生。

原红四军军长王良，邹进贤，
被称为黄埔“霍氏三杰”的霍步青、
霍锟镛、霍栗如以及红岩英烈明
昭……都是綦江这块红色的土地
上涌现出的革命英烈。

綦江，拥有光荣革命传统。
这片热土上，有着丰富的红

色资源、底蕴深厚的红色文化，
是川渝黔边革命的摇篮。

中共綦江支部是重庆地区
最早建立的党支部之一，綦江也
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在重庆的
唯一过境地……

綦江将以全面承接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
设区建设任务为契机，依托中央
主力红军转战綦江的遗址遗迹、
中共綦江支部旧址、王良故居等
红色资源，争创国家级红色文化
传承弘扬示范区，加快建设重庆
重要红色文化高地。

王良同志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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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 着力打造重庆重要红色文化高地

用好红色资源，唱响红色文化高地，綦江持续
发力。

去年以来，綦江在充分挖掘红色资源的基础
上，通过培育“红色宣讲团”品牌，组建以党史研究
专家、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等为主体的动态“红色
师资库”，推动红色故事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
进社区、进农村，累积宣讲4200余场，惠及群众33
万余人次。

此外，綦江还创新推出“长征路上学党史”学
习教育线路，通过行走式教学、沉浸式教学、体验
式教学、情景式教学等丰富灵活的学习方式，让来
自各地的党员干部换上军装，踩着草鞋，重走长征
路，聆听革命故事，缅怀革命先烈。先后吸引市内
外党员干部群众30余万人次来綦开展体验式、沉
浸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红色资源成为了优良
传统的生动教科书，使红色资源“动起来”、党史学
习教育“活起来”。并受到市内外主流媒体宣传报
道，传播总量超5000万+，有力助推綦江打造重庆
重要的红色文化高地。

链接

加强长征文物保护 夯实红色文化基底

今天，走进原石壕镇中心小学，还能看到校园
内矗立着一栋与其他校舍风格迥异的建筑，单檐悬
山式屋顶，灰墙灰瓦。

“这就是红一军团当年的指挥部。当年，周恩
来、董必武率红一军团到达石壕，就住在这个临时指
挥部里，附近操场是红军安置马匹的地方。”承接綦
江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修复工程的南州旅投公司负
责人介绍。

如今，指挥部旧址已改建为“红一军团陈列
馆”，里面展出有红一军团红军建制和长征全程的
历史图片，还专门用两间房屋展出红军长征过石壕
的历史图片。同时，石壕境内还保存着左权、朱瑞、
罗瑞卿、邓华、梁兴初、彭绍辉等许多红军战将曾住
过的房屋。

当年红军在石壕，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军
自带炊具、盐、米，在街上买东西公平交易，在农民
家借灶烧饭，都是自己挑水劈柴。红军夜晚宿营，
住在街巷、屋檐下，有老百姓让红军住在自己家里，
红军也不乱动老百姓的东西，离开前把屋子打扫得
干干净净。

时至今日，当地还在传唱一首歌谣：“石壕哪年
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
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

在石壕镇，仍完整保留着“红军桥”“红军路”
“红军洞”、红军碉楼、黔北游击队战斗遗址等革命
遗迹遗址。

作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时唯一经过的重庆区
县，綦江现有重庆市文物局公布的不可移动革命文
物26处、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及藏品31件（文物
23件，藏品8件）、红色遗址遗迹162处。

依据《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专项规划》，
需进一步加强对长征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实施严
格保护和管控。

綦江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规执行相关保护措施，尚未
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在划定
临时保护区后参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的保护
管理规定执行，针对保存现状“一般”和“差”的不可
移动革命文物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保护修缮。

同时，綦江加快长征文化研究，丰富红色文化
内涵，积极开展革命史料征集、抢救、整理和研究工
作，推动中央红军长征过綦江沿线名人故居、战斗
遗址和红军故事等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价值评估，
注重结合渝黔交界的地理风俗、古道盐茶、矿区煤
铁等特色文化，加快完成“中央红军长征转战綦江
史料整理”和“綦江红色文化”两项专题研究工作。

建好“两园一点一馆” 打造红色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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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被确定为主体建设区之一。

“我们举全区之力推进项目前期规划和项目建
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
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新闻发布会上，綦江区委相

关负责人如是说。
綦江将依据和落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

段）专项规划》綦江主体建设区建设要求，突出中央
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过境区县地位，推动綦江成为
重庆长征精神实践教育基地，着力建好“两园一点
一馆”，打造红色文化地标。

綦江安稳镇，如今还存留有红二团指挥部旧
址、观音桥战斗遗址等遗迹文物，流传着红军观音
桥战斗、一碗羊肉汤等长征故事。

安稳镇按照“打造一条红军街、培育一批好产
品、做活一条红军路、探索一条致富路”总体思路，
探索“红色文化+绿色资源+乡村旅游”的文农旅发
展模式。

下一步，綦江将恢复安稳羊角老街历史环境，
开辟“观音桥、九盘山战斗”专题展示、打造枫香树

“1935红军街”，建设“羊角老街一观音桥”和“羊角
老街一川黔界碑”两条长征步道，建好“保卫遵义会
议”核心展示园。

同时，綦江将进一步恢复石壕老街历史环境，
专题布展邓华将军事迹和“长征中的战斗英雄”、建
设“石壕场－滴水桥”和“石壕场一李汉坝”两段长
征步道，研究论证长征文化实景演出，建好“转战綦
江”核心展示园。

在中华村，綦江将把王良故居打造为綦江主体
建设区内的特色展示点，结合永城中华村、农博园
等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乡村研学旅游，建好王良故
居核心展示点。不仅如此，綦江正在规划建设重庆
红军长征纪念馆。

依托利用“两园一点一馆”长征精神地标，綦江
将整合宣传、教育和文旅活动资源，策划“瞻仰先烈
故居、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影片、聆听红色故
事、重走长征之路、开展党史学习”等长征精神六大
课程，面向学校、企业和党政机关开发中小学生研
学、大学生社会实践、企业团建和党建培训产品，面
向全社会打造“红色文化学校”和“社会实践基地”，
支撑綦江建设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长征
精神大学堂”。

依托红色资源 塑造红色文化品牌

綦江着力塑造“王良军长”英雄人物品牌。
2021年6月29日，作为綦江区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的成果之一的王良同志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截至
目前，接待总人数已突破12万人次。纪念馆通过
文字、图片、实物等多种形式，这位年轻将军的生平
事迹得以鲜活再现，为新时代的人们提供着源源不
断的精神力量。

不仅有纪念馆，文化产品也层出不穷。由綦江
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精心打造的电影
《王良军长》在去年国庆前全国公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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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加快摄制《王良军长》纪录片，引
进专业团队创作话剧《少年王良》，在王良故居进行
常态演出；借助媒体平台滚动展播《王良军长》《东

溪突击》等本土红色影视作品，利用视频流提高綦
江革命英雄人物知名度；组织专业团队设计以王良
为首的綦江革命英雄人物形象谱系图，结合人物形
象推出文创产品。

近年来，綦江依托红色资源，围绕长征精神，利
用宣传、演艺、文艺创作和旅游等手段，策划十大举
措塑造英雄人物、人文活动和革命故事三大红色文
化品牌，争创国家级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

在塑造“重走长征路”人文活动品牌方面，綦江
将以融入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推动渝
黔红色文化协作，围绕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长征
转战渝黔史实，举办渝黔长征精神论坛，打造成为渝
黔地区党史学习教育、革命教育和学术交流的红色
文化品牌；策划“重走长征路”研学系列活动，沿綦江
境内长征线路开展“长征战士的一天”等主题体验；
策划“綦江鱼水情”系列活动，结合农民版画、永城吹
打和东溪美食等创意彰显綦江人民与红军勠力同心
的历史画面；策划“长征文创赛”系列活动，征集长征
歌曲、海报、视频、动画、小程序、表情包等文创产品，
借助自媒体制造热点，传播綦江人文活动品牌。

同时，綦江进一步塑造“红色摇篮”革命故事品
牌，以“改作风抓落实优环境促发展”专项行动为契
机，组织人力物力编好綦江长征文化文献集，加快
以长征主题的文艺作品、长征故事和文化研究的创
作和整合；办好綦江长征文化故事会，搜集整理綦
江长征故事，依托南州百姓名嘴、綦城故事、融媒体
和文旅自媒体等平台，讲好綦江长征故事。

在此基础上，结合红色文化旅游构建“文化保护+
文化研学+旅游体验”联动一体的红色文化体系，依托
綦江加快建设“交通强区”的优势，在“融”字上着力兴
产业，深化交通与旅游业融合，强化交通网“快旅漫游”
功能，整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
长征精神实践教育基地和红色文艺精品创作高地”四
大品牌，争创国家级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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