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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打造全国“红绿”融合发展独特品牌，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和国家全域红色
旅游示范区，让浙西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本报记者 钟根清 通讯员 林巍 季晨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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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热土家底丰厚
红色浙西南，绿色新丽水！丽水不仅有绿色

生态环境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更有红色革命
精神的“映日荷花别样红”!

丽水是全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
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 也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
传统、丰沃革命精神的红色热土。这里红色传统
底蕴深厚，红色精神生生不息。周恩来、粟裕、刘
英等等无数革命先辈曾在这里留下光辉足迹，
缔造形成了“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
浙西南革命精神， 也遗存了丰富的革命文物资
源。

红色文化资源是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
具有不可再生性，是我国的宝贵财富。红色文化
作为历史资源，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作为旅游
资源，能促进所在地旅游业的发展；作为教育资
源，其所代表的革命历史、展现的革命事迹、蕴
含的革命精神均具有极高的育人价值。

在浙西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发
展项目组的积极协调组织下， 全市革命文物排
摸与调查工作有序推进，通过数据统计、资料查
询、现场察看、意见征询等系列工作，进一步摸清
了家底。

据统计，丽水现存革命遗址 429 处，5 个县
入选全国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
单，数量上均位居全省第一。 刘英故居、中共浙
江省委机关旧址、中共浙江省委联络站旧址（黄
景之律师事务所）、中共处属特委遗址、三岩寺
红军洞旧址、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随军银行旧
址、住溪苏维埃政府旧址（廖家祠堂）、红军挺进
师政委会会议旧址（仓社殿）、红军挺进师斋郎
战斗旧址、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领导机关旧址群
（安岱后村）等红色资源都独具代表性。

从文物价值的时空分布上看， 浙西南革命
文物归纳为浙西南中共地方支部旧址、 浙西南
工农革命军战斗（武装暴动）旧址、红十三军战
斗旧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战斗旧址、红军挺
进师游击区旧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旧址、省委
机关旧址、抗日救亡相关活动旧址、中共处属特
委活动旧址等九大革命主题区域。

新中国成立后， 丽水各地许多重大党史发
生地或重要党史人物的活动纪念地， 新建相关
纪念设施，如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刘英旧
居、红军挺进师斗争史梅湾纪念馆、中共青田县
委旧址（内冯村）纪念馆、粟裕陵园等，以各种形
式和手段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丽水的革命
历史和共产党人充满传奇的生平事迹， 成为丽
水这块红色土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浙西南红
色文化保护利用开发不仅是丰富现有的中国革
命精神谱系， 也是传承丽水优秀传统文化和特
殊人文风情。

浙西南革命历史作为最好的教科书和思想
营养剂， 用足用好这一弥足珍贵的独特红色资
源意义重大！ 当前，全市正组织实施“红色基因
代代传”工程，加强浙西南革命史料、遗址、文物
等的系统挖掘、有机保护和活化利用，实施九大
连片革命遗址保护工程， 建设一批红色主题展
陈馆， 打造一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
营地，编写浙西南革命精神丛书和学习读本，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饮水思
源、继往开来，树立远大志向,赓续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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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成效显著
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 让红色基因融入血

脉！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红色文化建设，将红
色文化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发展工作与生态文
明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
断完善红色文化挖掘力度， 持续推进红色文化
保护和利用、开发工作。

今年，市委、市政府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
红色旅游发展目标任务，逐项分解落实，并纳入
各县（市、区）和市级相关部门的年度目标考核
体系，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市级各部门牢固树
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 认真落实革命文
物保护和红色旅游发展责任。

在实施革命文物保护修复上， 我市结合历
史文化名城建设，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了一批
革命文物保护修缮工程， 先后对中共浙江省委
机关旧址、 新四军办事处旧址等一批革命文物
建筑开展保护性修缮与保养维护， 积极推进新
四军办事处旧址等濒危产权私有革命文物收归
国有， 使革命文物的价值和保护成果更好地惠
及群众。 同时，还组织实施馆藏文物保护修复计
划，及时抢救濒危珍贵可移动革命文物。 此外，
还积极实施革命文物“平安工程”，坚守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红线底线，确保革命文物安全。

为推进有机利用和“活态”保护，我市先后
对具备条件的旧址进行建设纪念馆、 布展改造
提升。 2007年 6 月建成开放的浙西南革命根据
地纪念馆， 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共浙江省委
机关旧址刘英旧居为核心， 总投资 3000 万元，
总建筑面积达 3300 平方米，集中展示浙西南革
命根据地的史料内容，原貌展示刘英书记故居，
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丽水的革命斗争历史
和共产党人充满传奇的生平事迹， 成为丽水这
块红色土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仅今年上半
年，参观人次就超过 22万人次。

自 2015 年始，我市连续举办“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影像图片展”“红色印记———丽水红军遗
址影像（文物档案）展览”“瓯括烽火———丽水
‘建军 90 周年·抗战爆发 80 周年’ 文物展”
“红色史强军梦老区情———纪念建军 90 周年
全民族抗战爆发 80 周年丽水革命文物暨百
名将军书法展” 等主题展览， 同时编辑出版
《红色印记———浙西南红军遗址影像档案》
《北乡烽火》等系列书籍，举办弘扬践行浙西
南革命精神宣演会， 为红色文化保护和利用
营造了的良好的社会氛围。

作为全省红色旅游资源的主要集聚地，
绿色红色旅游资源与地方山水生态资源、民
族文化资源相得益彰， 以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纪念馆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为代表的红

色旅游景区与周边旅游景区相辅相成。
去年，我市编制完成《丽水市红色旅游发展专

项规划》。 莲都区厦河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龙
泉住溪苏维埃政府旧址、 遂昌王村口中国工农红
军挺进师旧址、 松阳安岱后苏维埃政府旧址纳入
浙江省“十三五”时期着力打造的八大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星火燎原” 之旅和“浙西南红色剑瓷文
化”之旅被列入十条红色旅游经典线路。王村口镇
创建全国红色旅游示范小镇， 并承担了全国红色
旅游示范小镇标准制定工作。各县（市、区）纷纷将
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避暑旅游、乡村旅游等优势
领域联合开发， 红色旅游在全市已经形成一定基
础。 我市将力争通过 5-10年的发展，使红色旅游
成为丽水市旅游产业融合的示范地、 全域旅游发
展的新阵地、浙江红色旅游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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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绘就蓝图
浙西南革命精神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今年

以来，我市制定出台《关于支持“浙西南革命精
神” 弘扬践行的二十条意见》《浙西南革命精神
弘扬和红色资源价值转化规划》《浙西南革命文
物 保 护 利 用 和 红 色 旅 游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19-2022）》等专项政策，有序推动革命遗存
保护、红色教育基地、红色产业发展、红色村镇
提升、 基础设施优化等方面重点项目建设，为
“红绿”融合发展描绘了美好蓝图。

《关于支持“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的
二十条意见》， 主要包括各类红色平台建设、红
色产业发展、红色项目建设、资源要素保障等四
方面二十条配套支持保障政策。 特别是在积极
培育红色产业发展上， 将强化红色旅游示范小
镇、 红色旅游风情小镇、 红色旅游教育基地建
设， 加大以红色旅游为主题的景区建设支持力
度，积极推出一批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和红色资源价值转
化规划》 则要求各级政府重点保障实施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工作程经费用， 并列入同级财政预
算。 同时，注重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充分利
用各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积极引导社会资金
参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发展， 重点
扶持发展一批以红色旅游为主业的品牌企业，
培育一批红色旅游产业化项目。鼓励商业银行、
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红
色旅游项目给予贷款支持， 探索适合红色旅游
发展的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为进一步扩大融合发展成
效，我市编制的《浙西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
色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将重点实
施十个“一批”工程，包括挖掘一批好故事，实施
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开展一批演艺活
动， 策划建设一批展馆展览， 打造一批旅游景
区，设计一批旅游精品路线，培训一批讲解员，
规划打造一批红色乡村， 规划建设一批基础设
施，建设命名一批主题教育基地，努力创建国家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和国家全域红色旅游示范
区， 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发展成果
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今后，我市将依托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
馆、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刘英旧居、刘英小
学、万象山革命烈士陵园等核心资源，优化区
内红色旅游线路设计和建设，实现红色资源有
机整合，集聚发展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等，着力
打造浙西南革命精神学习体验的第一站和浙
西南革命精神弘扬传承引领地。 同时，重点推
进遂昌王村口、龙泉住龙、松阳安民———枫坪、
庆元斋郎创建全国红色旅游示范小镇，打造以
红色教育、红色旅游为主导功能，具有全国影
响力和资源要素极化效应的红色小镇。 此外，
还将推进浙西南革命精神党性教育基地、莲都
三岩寺景区、龙泉披云山景区、云和小顺景区、
莲都仙渡红色桃花小镇、遂昌金竹红色康养小
镇、景宁毛垟红色畲乡小镇等多个红色资源价
值转化基地建设。

立足浙江，面向长三角，示范全国。我市正着
力推进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革命老区内生发展
示范区、红色旅游发展示范区、红色教育示范区
建设，打造红色文化引领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丽
水样板”， 将为全国革命老区提升内生发展动力
提供样板示范。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日前举行的
宣讲会上， 我市组织的浙西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发展项目组获得第
十一届薪火相传“红色基因传承者”杰出团队荣誉称号，并与全国各地嘉宾交流
分享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薪火相传 ”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一个全国性活动 ，旨在寻找在
文化遗产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团队， 弘扬他们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的感人事迹和奉献精神， 激励社会公众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 本届
“薪火相传”评选以“寻找红色基因传承者”为主题，旨在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
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

浙西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发展项目组以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红
色基因为己任， 把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发展作为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的自
觉行动、党性锻炼的重要内容，攻坚克难、毅然挺进，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
的真心拥护和广泛支持，相关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当前，丽水正以浙西南革命精神为指引，坚持保护优先和融合发展相结合，
加快红色资源价值转化，切实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打造全国“红绿”融合发展独特品牌，努力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和国家全域红色旅游示范区， 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发展成果更多
惠及人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