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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浙西南革命精神研究中心将不断加
强理论研究，进一步丰富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谱系，持续推出新的理论研究成果，
继续做好深化、结合、转化的文章，推动弘
扬践行不断取得新成效。

□ 记者 廖王晶 文/图

本报讯 6月 19日，浙西南革命精神研究中

心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正式挂牌成立，

同时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提升工程也正

式启动。

丽水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的重要

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丽水之赞”的光荣赋予

地，是全省唯一的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

根据地的地级市。浙西南革命精神是在丽水

这一独特的地理人文条件和革命斗争环境中

孕育、铸就并发展起来的，为全市上下全面厉

行“丽水之干”注魂、赋能、立根，对开辟高质量

绿色发展新路、精彩书写践行“两山”理念的时

代答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浙西南革命精神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统

筹协调常态化弘扬践行工作，提供工作平台和

智力支持。今后研究中心将不断加强理论研

究，进一步丰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持

续推出新的理论研究成果，继续做好深化、结

合、转化的文章，推动弘扬践行不断取得新成

效。

记者了解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自

2011年 6月 28日建成开馆以来，在爱国主义教

育、革命传统教育、党风廉政教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浙西南革命精神弘

扬践行活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展

示“红色浙西南”的重要窗口。浙西南革命根

据地纪念馆提升工程主要是对展区的重新布

展及室外广场扩容改造等，预计于 2021年建党

100周年前夕完成，并对外开放。

据介绍，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提升工

程是市委进一步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的

一项重要决策部署，有关单位将按照“保证安

全、保证质量、保证速度”的原则，全力以赴为

提升工程做好服务保障。业主单位将按照“建

一流工程、创一流质量、树一流品牌”的要求，

精心组织，严格管理，确保纪念馆如期对外开

放。

浙西南革命精神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提升工程正式启动

□ 记者 杨敏

本报讯“‘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

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是对浙西南革

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新

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搞好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江西省

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浙西南革命精神联

合研究专家组成员胡日旺，对于丽水大力弘扬

践行的浙西南革命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胡日旺说，丽水在民主革命斗争时期就具

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又是践行“两山”理念的典

范城市，全国都在向丽水学习。他建议，今后丽

水在协同推动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的时候，要始终把人民至上的理念

贯彻下去。

赣州和丽水同属革命老区，赣州是原中央苏

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所在地，也一度是中央党政军群首脑机

关所在地。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从瑞金挺进到浙西南，把伟大的苏区精神和优良

作风带到了这里。

胡日旺说，赣州和丽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应该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和浙西南革命精神，勇于

开拓前进。在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两地革命老

区的智慧和力量。

在胡日旺看来，丽水相比赣州，具备更加明

显的发展优势，既有浓厚的红色革命精神底蕴，

又有绿水青山这一绿色资源，只要把红色精神发

扬好，把绿色资源利用好，把两者结合好，丽水一

定能够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丽水“红绿”优势突出 未来前景看好
——访江西省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胡日旺

□ 记者 蓝倞

本报讯 6 月 19 日下午，我市四部“红绿”主

题影视剧《春风又绿江南》《挺进吧》（暂名）《归

园田居》《挺进师》摄制签约仪式在丽水举行。

影视剧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

一，具有很强影响力和号召力。因而，创作一

批“红色主题”和“绿色主题”的影视剧作品，对

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和“两山”理念具有

现实意义。2019 年以来，市委宣传部多次与省

委宣传部、省影视（集团）公司、杭州佳平影业、

浙江昊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接沟通，最终确

定将呈现“两山”理念的“绿色主题”电视剧《春

风又绿江南》《归园田居》，体现浙西南革命精神

的“红色主题”电视剧《挺进师》、电影《挺进吧》

联合创作成为讲述丽水故事、展示丽水元素的

优秀剧作。

签约仪式上，市委宣传部分别同影视剧《春

风又绿江南》《挺进吧》创作方省影视集团、《归园

田居》创作方杭州佳平影业有限公司、《挺进师》

创作方江苏昊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联合拍

摄合作工作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

我市四部“红绿”主题影视剧签约

□ 记者 刘烨恒

本报讯 6 月 19 日下午，浙西南革命精神论

坛系列活动之一、电视剧《挺进师》剧本研讨会

在我市举行。围绕电视剧《挺进师》，制作方、原

著作者、编剧、制片人、党史军史专家等就创作

背景、拍摄架构、创作思路及出版发行等问题各

抒己见。

电视剧《挺进师》是一部充分体现浙西南革

命精神，讲述丽水故事、展示丽水元素的优秀剧

作。该剧描述了 1935年，红军挺进师挺进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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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 10月底至 11月初开机，

力争在央视一套播出。

研讨会上，《挺进师》原著作者吴利明说，丽

水革命斗争史 23年，红色资源非常丰富，充满了

勇气和信仰的挺进师，孤军深入、浴血坚持、顽

强拼搏，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主义

战歌。

“电视剧《挺进师》定位准确、主题鲜明、题

材独特，能把《挺进师》搬上荧幕，可以填补此段

历史影视剧的空白，非常有意义。”研讨会上，国

内知名编剧廖欣、国内资深影视制作人陈彬对

电视剧《挺进师》整体定位、故事框架和人物角

色给予了充分肯定。

“‘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作为浙西

南革命精神的核心成果，具有深刻内涵。”因疫情

防控需要，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无法亲临《挺进师》剧本研讨

会现场，但他送来了书面发言稿。仲呈祥表示，

拍摄电视剧《挺进师》，在荧屏上为当年挺进浙西

南的红军历史存正气，为以粟裕为代表的红军指

战员传神写貌，为浙西南人民群众谱写颂歌，既

填补了电视剧创作在这一特定的重要题材领域

里的空白，也会为打造浙西南红色文化品牌做出

独特贡献。

此外，著名党史、军史专家陈晋，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著名党史与新中国

史专家王均伟，著名制片人李立功通过视频连线

参会。他们表示，电视剧《挺进师》展示了红军挺

进师在没有组织依靠的情况下顽强生存的艰苦

岁月，对当下年轻人了解共产党的革命初心和精

神具有重要意义；红军挺进师在建立革命根据地

后如何处理好敌我、上下级、军民的关系值得当

下人借鉴与参考。同时，该剧的推出，为基层党

风廉政建设和国民党史、国史教育提供了生动素

材。对于拍摄，三位专家建议，要处理好低潮和

信念、生存和群众、局部和全局、共性和特性等关

系，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高度统一。

《挺进师》剧本研讨会近日举行
这是一部体现浙西南革命精神，讲述丽水故事、展示丽水元素的优秀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