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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春

本报讯 为了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丰

富浙西南红色文化内涵，提升其影响力，昨日下

午，浙西南红色文化研究会在我市成立。

93年前，浙西南第一个党支部在遂昌建立，为

丽水大地播下了第一颗革命火种。从此，革命之火

迅速燃烧了整个浙西南，周恩来、刘英、粟裕等无数

革命先烈在这里留下了光辉战斗足迹，缔造了“忠

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伟大浙西南革命精

神。

去 年 以 来 ，我 市 轰 轰 烈 烈 开 展 浙 西 南 革 命

精神弘扬践行活动，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受到深刻

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洗礼，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干事

创业激情，汇聚起“丽水之干”的磅礴力量。浙西

南红色研究会的成立，正是落实市委《决定》和人

大决议，推动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常态化的

重要支撑。

在昨天下午的大会上，审议通过《浙西南红色

文化研究会章程》等，并选举产生了浙西南红色文

化 研 究 会 会 长 、第 一 届 理 事 会 理 事 ，并 向 革 命 先

辈后人代表刘红宇、粟志军颁发名誉会长聘书。陈

国锋当选研究会首任会长，他说，浙西南红色文化

研究会成立后，将在围绕传承红色文化、深化理论

研究、开发红色资源、开展宣传教育、创作文艺精品、

编撰研究成果、推动红色旅游和对外交流合作等方

面，积极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浙西

南革命精神的研究阐释、宣传普及、价值转化和“红

绿”融合，不断为“丽水之干”注魂、赋能、立根。

“丽水开展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活动做

得很扎实、很系统、很到位。”粟裕大将的长孙粟志军

说，革命精神的传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接力

的长跑，所以红色文化研究会有其特殊作用、地位与

使命。他也非常愿意在其中力所能及地发挥自己的

作用，和大家一起推动研究会事业更好发展。

为“丽水之干”注魂、赋能、立根

浙西南红色文化研究会昨日在我市成立

□ 记者 廖王晶

本报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为配合中央

红军转移，挺进浙西南，英勇杀敌、浴血奋战、以

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系列革命故事，是一部闪耀

着 爱 国 主 义 、革 命 英 雄 主 义 光 辉 的 生 动 教 材

⋯⋯”浙西南革命精神论坛后，电视剧《挺进师》

将举行剧本研讨会。6 月 18 日下午，电视剧《挺

进师》主创单位浙江昊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吴问箫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这次有机会把挺

进师的故事搬上大银幕，实现了她多年来的一个

夙愿。

《挺进师》是一部红色题材电视剧，该剧描述

了 1935 年，红军挺进师挺进浙西南，孤军深入，配

合主力红军突出重围，实现战略转移，在革命低潮

的情况下建立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故事。

去年 5 月接到《挺进师》的剧本后，吴问箫为了

拍好该剧，特地在丽水成立了浙江昊地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服务该剧的创作。“一年多的时间里，为更好

了解挺进师的故事，我先后 14 次来到丽水踩点考

察，足迹遍布了龙泉、庆元、松阳、遂昌等地，当年挺

进师足迹所至我几乎都到过。”吴问箫说。

“毫无疑问，《挺进师》将到实地取景，我们还会

1:1复原红军桥和红军洞、重现斋郎战斗等挺进师的

战斗和生活场景⋯⋯”吴问箫说，电视剧《挺进师》计

划投资 8000 万元人民币，计划在 2020 年 11 月开机，

2021年 3月完成后期制作，力争作为献礼建党 100周

年的剧目在央视一套或八套播出，同时也会在浙江

卫视和江苏卫视等播出。

“ 每 一 次 来 到 丽 水 ，她 都 会 带 给 我 全 新 的 感

受。”吴问箫告诉记者，丽水是一座被山林包裹着的

城市，绿水青山是她最大的生态优势。随着了解的

深入，她越来越发现在丽水青山掩映下的热土里，有

着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这里的红色故事素材很多，我

要做的就是讲好丽水的红色故

事。”

“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要

永远铭记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无

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

的，要牢记使命和责任，要继承

和发扬革命精神。”吴问箫告诉

记者，她希望《挺进师》播出后能

在年轻一代掀起入伍参军报效

祖国的热潮。

浙江昊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问箫：用文艺方式讲好红色故事 为大众重现恢弘革命历史

□ 记者 麻萌楠

本报讯“去年，丽水提炼出‘忠诚使命、求

是挺进、植根人民’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内涵表述

语 非 常 精 准 贴 切 ，既 来 源 于 历 史 ，又 服 务 于 现

实，革命先辈先烈缔造的革命精神虽经岁月沧

桑 ，但 其 宝 贵 的 思 想 价 值 、重 要 的 实 践 意 义 不

变。我相信，经过代代传承，不断弘扬践行，它

将成为指引丽水前行，造福丽水人民的伟大精

神力量。”昨天下午，刚刚被聘为浙西南红色文

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的粟裕大将长孙粟志军表达

了自己对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未来期许。

1935 年 7 月，刘英、粟裕率中国工农红军挺进

师进驻遂昌县王村口镇，建立了浙西南革命根据

地，不仅燃起了革命的火种，留下诸多革命故事和

遗址，还铸就了宝贵的浙西南革命精神。作为粟

裕大将长孙的粟志军多年来紧追先辈遗志，2002年 6
月，在王村口举行纪念粟裕诞辰 95 周年之际，专程

来到王村口祭奠缅怀其爷爷和革命先烈。其后，粟

志军便与丽水结下不解之缘，十余年来，多次来到丽

水参与弘扬践行革命精神的各项活动。

“去年党中央组织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丽水轰轰烈烈开展了浙西南革命精神弘

扬践行活动，这就是对历史的最好缅怀，对先辈们的

最好告慰。”粟志军说，“丽水开展的各项弘扬践行活

动很扎实、很系统、很到位，其影响力、特色度、实用

性也都在大幅提升。当然，革命精神的传承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是一场不断接力的长跑，需要我们不断

地努力。”

对于进一步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粟志军

也提出了自己想法。他认为，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

精神不是形式主义，而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本，需要深

刻认识理解其重要精神内涵，将其与“两山”发展理念

有机结合，落在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实处，

将指引丽水未来的发展。

同时，粟志军认为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要依

靠好群众，团结好群众。“当年，挺进师在敌人的重重

包围下，还能开辟出浙西南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并造福于群

众。如今，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更是离不开群

众，做好‘红绿’融合让老百姓生活得更美好，才能使

浙西南革命精神红色旗帜高高飘扬。”

“我非常希望能够在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

中，力所能及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不仅是遵循

先辈的遗志，也是我个人的愿望。相信不久的将来，

浙西南革命精神会得到更大弘扬，‘红绿’融合会发展

得更好，丽水的明天和老区人民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粟志军说。

粟裕大将长孙粟志军：让浙西南革命精神成为造福丽水人民的伟大力量

□ 记者 叶浩博

本报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谋划建设

‘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的重要窗口’之际，浙西南革命精神论坛召开，这

是丽水乃至全省理论社科学界的一件盛事。”在

专访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

祖强时，他这样告诉记者，艰苦卓绝的浙西南革

命斗争，缔造了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在丽水

大地上镌刻下深深的红色烙印，这是丽水无法比

拟的宝贵财富。

从全省看，丽水现存革命遗址数、入选全国第

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数均位列全省第

一，丽水也是全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

据地县的地级市。“可以说，历经岁月沉淀、精神洗

礼，丽水已成为浙江名副其实的红色文化‘富矿’。”

王祖强说道。

如何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

红色基因，为全省乃至全国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提供鲜

活经验？王祖强希望丽水能立足新时代，对标对表习

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做好

“深化”文章，使浙西南革命精神和浙西南红色文化本

土特色更加鲜明，地域内涵更加丰富，在整个中国革

命精神谱系中的地位和价值更加凸显；做好“结合”文

章，特别要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把精神与实践结

合起来，突出红色文化的引领与激励作用；做好“转化”

文章，探索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新载体新形式新手段

新办法，把浙西南革命精神和浙西南红色文化影响力

推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使其真正转化为推动丽水经

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为丽水努力成为全面展示高

水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贡献力量。

“秀山丽水，天生丽质。把丽水的‘红绿’融合故事

讲好，要致力于发展文旅产业，让红色文化来讲故事，

拍好红色影视剧，这才能吸引更多人到丽水来游玩。

丽水以‘红绿’融合为主题的摄影展就是一次很好的尝

试。”王祖强举例说，丽水古村落具有独特文化魅力，非

常适合拍摄影视作品，让“红绿古”三色辉映，能让丽水

的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红绿”融合，丽水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