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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苑

　　深秋时节的桂林，天蓝水清，瓜果飘香，收
获的景象给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历史文化名城
带来了一派蓬勃向上的生机。
　　位于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里，
草木欣荣，鲜花绽放，长约 80 米的巨幅石雕
“红军魂”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纪念林内散布
着形状各异的山石，每块刻有编号的石头下面都
安葬着红军烈士的遗骸……这一草一木、一山一
石间，镌刻着百听不厌的湘江战役故事，还有融
入美丽山水间的湘江战役精神。
　　 2021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
西，第一站就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并
深情诠释道：“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
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
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
　　桂林是一座沉淀着数千年历史的山水之城，
也是一片承载无数荣耀记忆的红色沃土。在这
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留下了战斗足迹；在这里，数万红
军将士血染湘江，用信仰信念铸起了不朽丰碑；
在这里，文化人士云集荟萃，盛极一时，铸就了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辉煌……无数共产党人和
革命先烈在桂林留下了红色足迹。每一段红色历
史，都是一次理想与信念的生动诠释。
　　如何保护和传承红色文化，用好用活红色资
源，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这是多年来桂林人始
终深耕的课题。尤其是 2021 年以来，桂林市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充分利用以湘江战役为
代表的丰富红色资源，持续保护和挖掘红色文
化，用初心与匠心让这份“红色基因”在绿色山
水间永续传承。同时，也为加快打造桂林世界级
旅游城市注入了不竭的“红色动能”。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红色纪念设施传递伟大精神

　　桂林北部的灌阳、全州、兴安等县，是桂林
“红色文化地图”中最具代表性和重要意义的地
域。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工农红军曾经三次
经过桂北，留下红色足迹，最值得铭记的是那一
场波澜壮阔的湘江之战。
　　湘江战役常常被人们称为“血战湘江”，那
是因为湘江战役是中国红军长征史上最惨烈的一
场战役。红军将士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中
央机关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的生命通道，冲破国
民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从此，中国革命浴火
重生，迎来伟大转折。
　　 89 年后的今天，烽火硝烟虽早已消散，但
那已植入桂林这片土地的“红色印记”却永远无
法让人忘却。而今，桂北湘江之畔依然回响着激
昂奋进的“英雄赞歌”。在英雄长眠的地方，筑
起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纪念馆、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红
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
海井红军纪念园、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等一座
座“红色丰碑”。它们是湘江战役最具代表性的
纪念设施，也是讲述桂林红色文化故事的重要
载体。
　　为全力打造湘江战役纪念设施体系，更好地
保护和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桂林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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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湘江

战役红色文化建设提升工作组，深入发掘保护红
色文化遗址遗存，统筹规划建设湘江战役纪念设
施；积极推动湘江战役遗址保护立法，《桂林市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已经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与此同时，桂林市还十分重视烈士遗骸收殓
和保护。截至目前，共完成 217 处、 421 个点
的红军遗骸发掘工作，发掘收殓相对完整的红军
烈士遗骸 82 具、零散遗骸（遗骨） 7465 块。
　　 2021 年 8 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
护规划》（以下简称《保护规划》）正式印发。
桂林全面承担起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的
内容，成为唯一一个承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
段的城市。
　　纪念是为了铭记与感恩；传承是为了更好地
纪念。
　　如今，桂北大地上矗立的湘江战役纪念设
施，如同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不断凝聚起桂林
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力量。

跨越时代的传承———

红色基因化为发展动力

　　当一个个红色遗址遗存被精心修缮、一座
座承载红色记忆的纪念设施被建起，如何赓续
这份弥足珍贵的“红色血脉”，并赋予其鲜活
的时代意义，成为新时期桂林城市文化发展的
又一重要命题。
　　近年来，桂林在精心守护红色文脉的基础
上，不断探索红色文化的新传承，运用丰富多
彩的新表达，让其在新时代不断迸发出新
活力。
　　将红色文化融入旅游，既是为了更好地传
承，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近年来，我市不断
推动红色文化、红色教育、红色旅游融合发
展，打造红色研学基地 16 个，策划推出 9 条
红色旅游研学精品线路。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桂林以“红色文
化”作为乡村发展的“底色”，推动乡村红色

旅游蓬勃发展，激活了乡村旅游、民宿体验、
生态休闲等新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
力。曾经炮火纷飞的战场正描绘着乡村振兴的
美丽画卷。与此同时，为提高红色基因传播
力，充分挖掘本地山水资源、人文资源，打造
多元化的红色文创产品。如利用桂北盛产竹子
的优势，将竹子作为原材料，以红军长征途中
的行军用品如水壶、鞋垫等进行造型提取，结
合竹编染色等技术进行再设计、再制作；结合
龙胜民族地区的特有传统技艺，如瑶绣、苗银
锻制等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在满足消费者生活
需要的同时，潜移默化地传播红色历史、红色
文化。
　　 2021 年以来，我市在打造世界级旅游城
市的征程中，打造红色旅游示范区、推动乡村
振兴被写入“蓝图”。红色旅游示范区的打
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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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红色基因融入人民
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深处。同时深挖老区红
色文化资源，推出可以实景式回顾和体验红色
历史的旅游项目，激活乡村旅游、民宿体验、
生态休闲等新业态，整体化打造一个可游、可
学、可感的“没有围墙的纪念馆”。
　　凭借深厚红色文化底蕴，桂林“血战湘
江·突破包围”精品线路入选文旅部联合中宣
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
推出的“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
在 2021 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上，桂林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与桂林市
红色旅游协会专门设置“红色·桂林之旅”展
区，展出《血战湘江》图书和“红色记忆”文
创品，推介全州红油米粉、灌阳红薯粉和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 85 周年“血战湘江·红色桂
林”主题桂林米粉。
　　丰富的红色资源、感人的红色故事、行走
的“红色课堂”……无不彰显着桂林独特的城
市精神。如今，依托桂林丰富的红色资源，一
系列承载梦想的规划、项目等正在有条不紊地
推进中，镌刻于桂林山水间的“红色印记”正
绽放出崭新的时代光芒。

桂林人的荣耀使命———

让红色文化生生不息

　　以史为鉴，开创崭新未来。红色力量，书
写时代新篇。
　　当时间吹散历史的硝烟，红色火种凭借强
大的精神力量跨越时空，在桂北大地上代代相
传。如何进一步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内涵，让
红色信念直抵人心，这成为桂林人光荣而艰巨
的使命。
　　昔日的光辉足迹变成了今日的红色课堂。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与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相结合，发挥红色
资源优势，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设施、纪念馆等红色
资源打造成集“看党史、听党史、讲党史、学
党史”为一体的“红色大课堂”，使得革命旧
址、博物馆成为党史“教室”，文物史料成为
党史“教材”，先进模范成为党史“教师”，
让桂林红色历史不断“活”起来、红色教育不
断“热”起来，让广大党员从党的百年奋斗史
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焕发建功立业、干事创业
的强烈进取精神。
　　为了更好地讲述红色故事，从 2021 年开

始，桂林市组建培养红色讲解员队伍，规范红
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展馆讲解词，举办红
色文化旅游景区及场馆管理人员党史学习教育
与红色讲解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湘江战役
文化史实培训班，累计培训 2500 多名红色讲
解员，探索红色培训教育新方式。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红色基因的传承
人。近年来，桂林依托红色资源，陆续开展了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腾飞中
国·辉煌 70 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百场党史国史进校园”“少年学党史”“学
党史、立大志、接好班”等一系列特色鲜明、
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活动；编辑出
版了《在阳光下茁壮成长》《浴火重生——— 红
军长征过桂北》《桂林抗战城史录》等一批红
色书籍及优秀传统文化读本，并发放到各学校
和广大学生手中；在全市 10 个县（市、区）
建立起 66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场馆，不断
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初步形成了红色教育基地
网络。同时还组建了 106 支各级关工委宣讲
团、 240 支“五老”关爱团等，开展各类宣
讲活动 6000 多场，参与师生 105 万余人次，
让广大青少年学生进一步了解红色文化、感悟
红色历史，激发学习热情和爱国情怀，推动红
色基因和革命薪火在桂北大地上代代传承。
　　在近年来桂林创作的红色主题文学作品
中，纪实文学《湘江，为你守候》被列为
2021 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和广西自
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出版
项目；长篇小说《失散》、报告文学《征服老
山界》、儿童文学《红细伢》入选广西当代艺
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扶持项目、广西壮族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纪念长征湘江战役 85 周年
主题出版项目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好书展；
《铁血阻击》《生死抢渡》《四代红旗情》
《周恩来侗寨救火》《朱镇中三回龙溪村》等
5 个革命文物故事即将由国家文物局出版
发行。
　　在文艺作品方面，以湘江战役为创作背景
的大型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亮相国家大剧
院；本土作家创作的 47 万余字的电视连续剧
文学剧本《铁血湘江》有望投入拍摄；我市红
色旅游讲解员也凭借震撼人心的历史故事和扎
实的演讲技巧，在自治区、全国舞台上屡获
佳绩。
　　与此同时，我市立足现有红色文化资
源，组织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通过对湘江
战役的深入研究和学习，挖掘红色文化内
涵，增强文化自信；围绕湘江战役革命文物
资源的保护利用，开展基础研究、整体研究
和应用研究，持续推进湘江战役文物和历史
遗存挖掘工作；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口述资
料、实物资料、音像资料，深入开展湘江战
役文物理论研究和史实研究工作，为文物发
掘整理提供新的线索，提升湘江战役文物展
陈展示水平，强化湘江战役文物的活化
利用。
　　寻根红色血脉，守护红色基因，就是守护
“根”和“魂”，既为了铭记和感恩，也为了
激励和奋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传承红色基因，从中汲取蓬勃向
上的精神力量，桂林正带着一份坚定与自
信，阔步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
时代荣光。

寻根红色基因 续写时代荣光
——— 桂林市深入推进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位于全州县才湾镇境内，是湘江战役脚山铺
阻击战战场所在地。            （全州县委宣传部供图）

  ▲桂林市全面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推动领导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图为干部群众在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接受党史教育。 （资料图片）

  ▲湘江战役纪念园凭吊广场的“红军魂”雕塑长 80 米、高 7 米，巨石琢就，形如长
城。主雕塑以红军 34 师师长陈树湘为原型，刻画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场景，再现湘江
战役的悲壮历史。纪念石林以古岭头石阵为原型，选取黑色石灰石、青松、红枫、香樟、
银杏、竹子等，以生态自然的方式摆布，体现“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的丰
富内涵，表达对红军烈士的永久怀念。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