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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倩 张苑 见习记者李思静/文

 记者游拥军/摄

  沉淀着千年历史的桂林城，不仅有秀美的风光，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留存于山水间永恒不灭的
“红色印记”———
  自1926年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宣告成
立，开启桂林红色火种传播之路，到红军长征三次过
桂北、红军突破湘江，写就一部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
英雄史诗，再到抗战时期陶行知、夏衍、欧阳予倩、
田汉、巴金、艾青等众多文化名人云集桂林，掀起抗
日文化运动的高潮，还有解放战争时期桂北人民武装
斗争的迅猛发展……每一段红色历史，都是一次理想
与信念的生动诠释。
  位于桂北的灌阳、全州、兴安等县，是桂林红色
文化地图中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意义的地域。20世纪
30年代，工农红军“三过桂北”，红军长征突破湘
江、翻越老山界。红星从此闪耀桂北，也让桂北这片
热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漫长革命征程中的关键符号
之一。
  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长征文化留下的宝贵精神
财富？把“散珠碎玉”串成“红色珍珠”？这不仅仅
是桂林人思考的课题，也是国家层面正在精心布局的
一盘“大棋”。
  今年 8 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
划》正式出台，在这一规划中，桂林成为广西唯一
一个承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项目的城市。这
是党和国家赋予桂林的新使命，也是桂林打造世界
级旅游城市的一次重大机遇。桂林市委书记周家斌
在部署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工作时，明确提出“统
筹长征文化公园广西段项目，打造桂林红色旅游示
范区”。
  红色旅游示范区，对于游客来说，是一个可以实
景式回顾和体验红色历史，赓续红色血脉的精神家
园；而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则是借助红色旅游实现
乡村振兴、增收致富的大好机遇。
  如今，一幅闪耀着红色光芒的旅游发展蓝图正在
桂北大地徐徐展开，这将会是一场怎样的期待？镌刻
于山水间的“红色印记”又将如何绽放出新的“时代
光芒”？

  穿越历史烽烟，桂北大地赓续“红

色传承”

  “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
战！”——— 今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桂林全
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向湘江战役红军烈
士敬献花篮，深深感怀这场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
重要战役。
  保护和发掘每一处历史遗存，建设红军长征湘江
战役纪念设施、打造具有特色的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87年来，那场生死之战在桂北大地留下的红
色精神始终没有被遗忘，红色文化一直在桂林山水间
延续和传承。
  近年来，我市成立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
保护传承中心，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
资源；陆续完成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设施68个
项目的修缮保护任务，对421处已识别的湘江战役红
军遗骸散葬点全部按规范进行挖掘收殓，并集中安
放、永久纪念；形成了以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
园、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湘江战役新
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为代表的湘江战役烈士
纪念设施群。这些红色遗址、遗存成为人们缅怀革
命先烈、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
阵地。
  不仅如此，随着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我市将旅游
线路的开发与“红色文化”“红色精神”以及绿色生
态相融合，这样的创新尝试让桂林红色旅游再添新
魅力。
  穿越历史的烽烟，时间改变的是这座城市的
面貌，留存的却是不竭的精神动力。如今，如何
传承桂林山水间延绵的“红色血脉”，并赋予其
鲜活的时代意义，成为了这座城市文化发展的重
要命题。

  借力“国家规划”，“长征文化”照

亮山水之城

  今年 8 月 9 日，一条重磅消息登上《人民日
报》头版———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保护规划出台》。这一消息，让“国家文化公
园”这个新鲜的名词引发了广泛关注。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三大国家文化公园之
一，其建设范围涉及红军长征所经过的15个省区
市，将通过一系列的项目建设，生动呈现长征文化的
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进一步彰显革命文
化的强大感召力，做大做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桂
林作为红军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战——— 湘江战
役的发生地，毫无悬念地被列入了规划之中，成为唯
一一个承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城市。
  记者从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传承中心了解
到，目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已在桂林落地。在《规划》里，
对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作出了明确的定位———
  “重点围绕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翻越老山界等
基本史实，建立建设保护体系。突出长征精神与脱
贫攻坚精神的联合展示，注重与桂北少数民族文
化、桂林山水等地方资源结合，助推乡村振兴、加
强民族团结。”
  据介绍，早在2019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其中明确，桂林承
担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的全部内容。《方
案》出台后，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广西段建设，编制了建设保护规划。桂林市也积极谋
划，深入挖掘桂北各县的红色文化资源，统筹进行规
划与项目申报，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建设
夯实基础。
  2021 年 2 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
的“重头戏”红军长征文化遗产廊道项目建设、兴
安县湘江战役中央纵队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简称
“一廊一园”）项目启动。这既是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广西段的重点项目，也是桂林市建党百年献礼工
程。经过 4 个多月的建设，“一廊一园”（一期）项目
已于 6 月 29 日顺利竣工。其中“一廊”（一期）
完成了全州、兴安、灌阳段红色驿站、长征步道、
文物修复、文化标识等总计 24 个节点项目，涉及
里程约 193 公里；“一园”（一期）完成了文物
监测中心、渡江浮桥、红军街、生态停车场、红军
渡江雕塑群、公园标识等 11 个单体子项目。
  兴安县湘江战役中央纵队界首渡江遗址公园
是“一廊一园”项目的重要内容。近日，记者走
进该项目的建设现场了解到，兴安县依据红军中
央纵队界首渡江遗址，按照“一江两岸三片”规
划布局，进行红军街环境整治及立面提升，红军
堂指挥部内部展陈提升及历史场景复原，渡口旧
址环境整治和景观提升。此外，兴安县实施了枧
底渡口修复工程，依据当年遗迹恢复重建。码头
临江面宽15米，向后至滨江道路11米，用青石料
砌筑。如今，这里成为了游客和群众缅怀革命先
烈和进行红色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兴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
唐海燕表示，兴安在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一廊一
园”项目中，始终坚持“保护传承、文化引领”的基本
原则，通过展台、展墙、场景小雕塑这样的方式进行
展示，让游客能够在湘江战役的历史发生地，切身感
受到当时红军战士的英勇，对湘江战役精神产生更
深层次的感悟。
  此外，记者从全州、灌阳两县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也了解到，红军长征入桂关口
遗址、大坪渡口遗址等修复工程，以及多条红军长
征体验步道已初步建成并在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中。
  踏上这片红色热土，漫步于长征步道；走过红
军街和红军浮桥，在红色驿站歇歇脚、观赏红军渡
江雕塑群……近日，记者在全州、兴安、灌阳等县
看到，不少市民、游客来到竣工不久的“一廊一
园”（一期）拍照打卡。人们通过这些“会说话”
的红色遗址遗存、纪念设施，触摸历史、展望未
来，将红色精神植入心灵深处。

  深化文旅融合，“红路”串起乡

村发展新思路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近
日，记者走进有“中国红寨”之称的兴安华江瑶族
乡龙塘寨，只见道路两边都栽种着红枫，寨内广播
循环播放着红歌，处处都能感受到“红色元素”。
  1934年，红军长征中央第一、二纵队及红五军
团经过龙塘寨，之后到达雷公岩，翻越老山界。多
年来，华江抓住这一“红色优势”，以传承红色基
因，突出生态文明为主题，以红军、红枫、红豆
杉、虹鳟鱼“四红”文化为载体，充分挖掘村寨特
色文化内涵，依照规划设计对村容村貌进行提升改
造，开展环境整治，将其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
红色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等融入到整村构景中，
建成集民宿、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康养以及
红色教育于一体的魅力新村寨。
  采访中，华江瑶族乡党委书记陈雄生介绍说：
“我们在寨里收集了不少红军经过时留下的感人故
事，并把这些故事通过艺术雕塑等形式，呈现在了
村寨红色广场上。这个暑期，许多游客来到龙塘
寨，听红色故事，吃我们的特产‘瘦身鱼’，许多
村民靠红色旅游增收不少。”
  “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
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
法。”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进一步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
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在深入推进红色文化
和乡村旅游相融合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例
如，我市按照“红色+古色”“红色+绿色”“红色+
乡村”“红色+工业”等融合发展理念，重新整理规
划红色游学精品线路，初步形成了共学共建的良好
格局。截至目前，桂林已规划设计红色研学线路10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12条，开发红色研学基地16
个。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红色研学
基地入选首批国家级研学基地。
  采访中，桂林不少旅游界人士表示，充分发掘和
利用红色旅游资源，不断转变旅游发展方式，将红色
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是桂林打造红色旅游
示范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所在。桂林目前的
红色旅游还相对较散，尚未串联起整体性的“红色线
路”。因此，如何从整体规划入手、用细节打造亮点，是
桂林发展红色旅游值得探索的方向。
  翻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其
中明确提出了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与乡村振
兴紧密联系起来——— “通过‘万里红路串千村带动
振兴’贯通一周四线、联系四大主题功能、串联十
五省区市的游览实体，通过长征历史步道为载体的
革命教育与红色旅游，培育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新动
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一幅
“红路引领乡村振兴”的美妙蓝图呈现眼前，让人
浮想联翩。
  “我们要打造的红色旅游示范区，不仅仅是单
纯建设纪念馆、修缮历史遗迹，更要利用各种资
源，整体化打造一个可游、可学、可感的‘没有围
墙的纪念馆’。”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
传承中心主任张明道谈道，如何利用建设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项目的契机，推动我市红色旅游的新发
展，这是值得探索与研究的课题。
  在他看来，红色旅游要寓教于游、寓教于乐，
将红色基因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内心深处。一
方面要通过项目建设，多维度地生动呈现那段值得
铭记的红色历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纪念馆外的
实地“场景再现”形式，增加游客的体验感。例
如，红军如何过渡口、当年的战场是怎样的场景，
等等，可以把这些生动的故事从纪念馆内搬到户外
实地，让游客通过现场的观感和实地的体验，更为
深刻地理解红色故事及背后的红色精神。还可以深
入挖掘老区红色文化资源，推出“走一段红军路、
访一个红军村、吃一顿红军餐、看一场红军戏、住
一宿红军营”等红色乡村旅游体验项目，激活乡村
旅游、民宿体验、生态休闲等新业态，让红色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

展望篇(三)

打造桂林红色旅游示范区：

让“红色印记”绽放时代光芒

▲位于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成为桂林红色旅游必去点。

▲兴安县华江瑶族乡龙塘寨，抓住机遇发展红色旅游，村民从中受益。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长征步道，正成为兴安县红色旅游的新打卡点。

兴安县界首镇的江边，一群演员在浮桥上演绎红军突破湘江时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