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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长汀汀江国家湿地公园位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长汀汀江国家湿地公园。。

这是 9 月 11 日拍摄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木
耳镇博峪村村貌。

绘出红色地图 擦亮历史地标

一条路能有多火？
“延年、乔年，你们若在场，看这盛世繁华，该

多好⋯⋯”路牌下，一束束鲜花、一张张留言卡，
自夏至冬从不间断。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长约 1.1公里、通往
繁华大道的延乔路此前“本地都鲜少人知”，今年
成为“网红路”。人们从全国各地奔赴至此，有的
学生从东北坐10余个小时火车，只为来致敬先
烈。

擦亮红色地标，让英雄成为一座城市最耀
眼的明星。

“决议提出‘党推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我认为非常有必
要。”肥西县委党校教研处副主任郭文菊说，当地
正设计实施道路提升工程，打造延乔路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建设红色文化街区。

记者在延乔路上看到，陈延年、陈乔年烈士
事迹展板前不时有人驻足，东冠小学已更名为延
乔路小学，当地还举办了“延乔路学子赞延乔”等
系列活动。

自肥西往南150多公里，在延乔兄弟家乡安
庆，他们的故居复建事宜已获安徽省文物局批
复。“许多学生远道而来追访先烈足迹，查找红色
史料，自建微信群分享信息，这份赤诚之心与炽
热情感，感染着我们文化研究者。”皖江文化研究
会会长汪军说。

为摸清红色资源底数，安庆市开展专项调
查，梳理不可移动文物和革命遗址，命名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和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公布“红色地
图”，方便党员群众了解红色资源、开展革命教
育。

一张更大的“红色地图”已经产生。国家文
物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份，全国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3.6万多处、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
100万件/套。

这张地图上，一个个红色地标串珠成链。
在黄浦江畔，为满足人们追寻红色文化、体

验红色之旅热潮的需要，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整
合红色资源，发布“红色文化地图”，鼓励支持文
旅市场主体推出“浦江游览”“巴士游”“铁路游”
等形式多样的红色文旅产品，串联起中共一大、
二大、四大纪念馆的“红色专线车”及城市微旅行
线路，深受市民游客欢迎。

在嘉兴南湖，当地启动新时代“重走一大路”
工程，根据专家考证，梳理出从复建的1921年火
车站老站房到老火车站、宣公桥、狮子汇渡口、湖
心岛，最后延伸到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线路。该工
程推进办执行副主任徐啊峰说：“将党的一大代
表们走过的路重新呈现，就是要让人们重温那开
天辟地的历史时刻。”

这张地图上，一批埋在记忆深处的红色资
源被重新发现。

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红军长征集结出发
地，黄麟乡井塘村通过走访调查，抢救性地挖掘
出“井塘会演”“一口救命锅”“一床被单”等9个
鲜活故事。

从看得见、记得住到带得走，红色文化正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

讲好红色故事 培育信仰之光

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舞台上，融合了交响

乐、民乐等多种艺术元素的黄梅戏《邓稼先》正在
上演，台下600多名观众中不时传来雷鸣般的掌
声。

“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这个事业，选择我的
祖国。”邓稼先饰演者刘国平说，这不只是一句台
词，更是刻入生命的红色信仰。为了创作这部剧
作，国家一级演员刘国平和团队历经四年，仅剧
本就改了20多版。他们四处求找影像资料，向
邓稼先家人请教，从零散信息中还原出一个鲜活
丰满的红色科学家形象。

这场演出是安庆市今年重点打造的18台红
色主题优秀文艺作品之一。为发挥地方非遗剧
目优势，安庆推出黄梅戏《邓稼先》《不朽的骄杨》
等作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红色故事，
在机关、社区、学校、企业、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等地共安排了约百场。

让波澜壮阔的党史遇见精彩纷呈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这种创新的文化供给方式更接地
气。

陕北高原，延安市开展“新时代·新民歌”传
唱行动，激发基层文化能人、民间艺人、业余文
化队伍热情，征集有关传播红色文化的词曲、舞
蹈、快板书等作品千余件，以专业人员先学先
唱、干部职工带头领唱、中小学生课前选唱、志
愿者指导教唱等方式，开展各类活动近万场次，
吸引120万余人次参与。“红色文化滋养了延安
的文明实践之路。”延安市委文明办主任曹瑞智
说。

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要
让红色精神在下一代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文化旅游服务中
心副主任兼关向应纪念馆馆长王海军把纪念馆
变成“开学第一课”的实景课堂，联系驻地涉农
学校，组织孩子们参观，被多所小学聘为校外辅
导员。

文化旅游服务中心还制作了200个红色主
题书包，每个书包里装有10本精心挑选的红色
主题图书，选取10个涉农学校，组织“红色书包
漂流活动”。王海军对决议中提到的“推动理想
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感触很深：“要让青少年
了解更多革命历史文化，培育孩子们从小听党
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让更多红色故事、红色
人物“活”了起来。

在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等 24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有了数字
展馆，AI、VR新技术全景数字化呈现，参观者可
发弹幕留言互动。截至11月下旬，江西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数字展馆云平台访问次数约
8000 万次，用户区域遍布全国各地和俄罗斯、
美国、法国、日本、菲律宾等 20 余个国家和地
区。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
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带着
敬仰追寻而来，满怀理想斗志而去，他们寻到了
担当之要、追梦之路、信仰之光。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奋进力量

任何文化都要在与时代的对话中获得生命
力。新征程开启，文化的力量，也必将在赓续红
色血脉、奋进伟大梦想中生生不息。

这种力量，化为生态文明实践中的艰苦奋
斗——

初冬时节，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却绿意盎
然，一派勃勃生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我国南
方红壤地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当地
党委政府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全
县水土流失率降至6.78%，改变了曾经山光水浊
田瘦人穷的面貌。

长汀县委书记赖进益在学习决议中，把“坚
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艰苦奋斗，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当
作奋进新征程的指南，他说：“长汀是闽西革命老
区县和原中央苏区县。传承红色基因，就要抓住
中央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机遇，艰苦奋斗、实
干为民，用‘绿富共赢’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
答卷。”

这种力量，化为科技自立自强中的攻关创
新——

科学家郭永怀隐姓埋名投身于我国核武器
研制，1968年 12月 5日，当乘坐的飞机坠落时，
他和警卫员在生命最后一刻，用胸膛护住了公文
包里有关中国热核弹头试验的重要文件。

郭永怀曾执教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两弹
一星”科学家们的生平事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青
年学子，“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科研团队的“95
后”钟翰森便是其中一位。为了加快技术攻关，
钟翰森和同学们常连续做实验十几个小时，困了
就摆开折叠床躺一会儿。“我们要学习前辈们的
科技报国精神，时不我待，瞄准关键核心技术难
题奋力攻关。”他说。

这种力量，化为共同富裕大道上的接力传
承——

叶坪镇华屋自然村是江西省瑞金市的“红
军村”，因苏区时期家家户户有人参加红军而闻
名，如今已蝶变成红色旅游“明星村”，纷至沓来
的游客为小村带来商机。55岁的村民华小英创
办的泡菜品牌通过“景区直销+电商”模式，年产
值超300万元，用工高峰时可突破百人，每位工
人每月增收2000余元。

“当年村民参加红军，就是为了改变穷苦百
姓的命运。今天接力棒传到我手里，我要让乡亲
们过上幸福日子，让先辈们的梦想变成现实。”华
小英说。

这种力量，化为密切联系群众的鱼水情深
——

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传颂着
长征路上红军与藏族土司杨积庆结下生死情谊
的故事。而今，在土司衙门旧址的所在地博峪
村，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76户人家开起“藏
家乐”，全村2020年营业收入额突破4800万元。

这种力量，化为迎战困难风险的勇毅担当
——

在安徽省铜陵市地面下960米的冬瓜山铜
矿巷道里，设立着党员活动室。秋冬能源保供
中，矿道两侧展板上的红色故事给了“60后”党
员许世峰无穷的力量，许世峰和大家分享了老
党员的故事后，就又带着工友们投入到艰苦的
作业中。

回望百年，那些沉淀下来的红色文化，已熔
铸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与魂，这是激励一代又一
代人胸怀“国之大者”，砥砺奋进的精神之钙、思
想之舵、信仰之基。

历史照亮未来，征途未有穷期。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6 月 30 日，在位于浙江嘉兴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参观者在观看红船模型及多媒体场景重现。

深沉的自信深沉的自信 不竭的力量不竭的力量
———各地以红色文化培根铸魂奋进新征程见闻—各地以红色文化培根铸魂奋进新征程见闻

7 月 23 日，人们在中共一大会址前留影。

在江西瑞金叶坪镇华屋自然村，村民华小英（左一）向
游客介绍泡菜工坊生产的泡菜（2020 年 11 月 24 日摄）。

钟翰森（右四）和“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科研团队部分
人员合影。

9 月 26 日，在第九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开幕式
上，黄梅戏演员演出《不朽的骄杨》。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

百年历史的余音久久回荡。行走神州大地，踏进一处处革命旧址、瞻仰一件件红色文物、

聆听一个个英雄故事，从挖掘到点亮，红色文化带来的是无比深沉的自信。

崭新征程的号角嘹亮吹响，面朝星辰大海，百舸争流。直面一张张时代考卷、跨过一道道

激流险滩、担起一个个伟大使命，从传播到传承，红色文化迸发的是恒久不竭的力量。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时指出，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

各地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必须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新赶考之路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