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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

布，镌刻着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

砺奋进的红色印记。习主席在湖南考察时

强调：“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

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发

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风新貌。”进入新时

代，军地各级既要用心用情用力把红色资源

保护好、管理好，还要在如何利用好红色资

源铸魂育人上多动脑筋、下足功夫，让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永不变色，确保强国强军事

业后继有人、根基永固。

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既包括烈

士陵园、伟人故里、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重要

会议旧址等红色场馆，还包括红色歌曲、红

色书籍、红色影视等文化作品。浙江嘉兴南

湖红船承载革命的火种；江西井冈山八角楼

的油灯点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福建

古田小土楼上的“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 个大

字映射着人民军队在这里“浴火重生”……

一间间藏馆、一件件文物都在无声讲述着人

民军队如何发展壮大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怎

么得来的。保护好红色资源，充分发挥其精

神文化价值和教育启发功能，有助于引导广

大官兵更加深刻领悟“家”和“国”的涵义，从

而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

血脉。

保护好才能传承好，管理好才能利用

好。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

资源，我们要提高认识、提升站位、强化担

当，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从

完善法规制度和管理机制入手，进一步理顺

保护机制体制、明确管理职能、强化保护责

任、倡导社会义务，把红色资源管理保护纳

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同时还要深入开展

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

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

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

红色资源是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

养的生动课堂，我们在不断完善保护工作的

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其独特教育功能。比如

广泛利用新兵下连、干部履职、入团入党、任

务攻坚等契机，前往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教育

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官兵在重温红色历史、

聆听红色故事中守初心、担使命，在传承我

党我军优良传统中练就不怕牺牲、攻坚克难

的钢筋铁骨，将不屈不挠、苦干实干的精神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革命先烈为之奋斗、

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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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侗乡通道擦亮侗乡通道的红色印记的红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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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贵勇 李娟芳 本报特约通讯员 易传涛

“通道会议放光芒，为党指引新航向。兵

转通道脱险境，红军从此打胜仗。”走出纪念

馆，笔者听到演出厅里传来一阵欢快的快板

声，便闻声寻过去。“这是馆里新编排的快板

剧——《通道转兵》。”胡群松介绍说。

如果说，挖掘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是为文

物赋予新的生命力，那么讲好这些红色故事，

让文物有了生生不息的“长生”密码。

起初，为了讲好红色故事，纪念馆依托讲

解员队伍成立了一支女子民兵宣讲分队，由胡

群松任讲师，带领队员们重走长征之路、研读

红色书籍，并到兄弟场馆学习取经。

“要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文化‘火’

起来，这些做法远远不够！”随着时代进步，他

们意识到要想把红色故事讲得更精彩，仅靠讲

解员的讲解远远不够。于是，纪念馆在布展

时，尝试除了设置实物、照片、视频和文字等展

陈形式外，还利用声、光、电等技术手段设置战

场情景、体验环节和情景剧，让参观者身临其

境受到感染熏陶。

“带学生来研学，效果非常明显。”通道县

第一完全小学校长左建新深有感触地说，纪念

馆内创新编排的快板剧、沉浸式演出剧等灵活

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深受学生喜爱，回去的

大巴车上，大家都纷纷聊起令自己印象深刻的

内容。

“不仅如此，我们还主动将红色文化送出

去。”胡弘告诉笔者，纪念馆打造了红色文化大篷

车用以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进军营展演活动，

截至目前已巡展 100余场。“去年，我们还远赴江

苏、上海、长沙等地巡演《通道转兵》快板剧，进一

步扩大‘通道转兵’红色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经过改造扩建已达

3000 多平方米，每年接待游客和干部群众参观

学习 100 余万人次，先后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

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三十

条红色精品线路之一”“国家级长江红色基因

传承之旅”。

走在馆楼林立、松柏相映的景区，胡群松

告诉笔者：“现在年纪大了，身体有些吃不消。

但我现在依然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努力把通

道转兵纪念馆建设成‘国家一级博物馆’。我

做不到的话，希望我儿子能接替我继续干下

去！”看着走在前面的胡弘，胡群松的眼神中充

满了期许。

扩建红色场馆，打造实践课堂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来到位于通道转兵纪念地景区西侧约 2 公里的

一条山路上，笔者见到一群参加研学的学生在

老师带领下朗诵《七律·长征》。

“过去，这里只是一条不起眼的山路，很少

有人知道这条路上发生的历史。”背着黑色双

肩包的通道转兵纪念馆文博专家胡群松边走

边介绍说，2013 年，为了纪念“通道转兵”80 周

年，通道县委县政府决定在“通道会议”旧址建

立纪念馆，计划将其打造成一个集会议旧址、

纪念馆、红色研学中心为一体的红色景区。

“1934 年 12 月 12 日，一份标注‘万万火急’

的电令下达给中央红军各军团、纵队首长，作

出继续西进的部署。”胡群松告诉笔者，花界作

为通往贵州的必经之路，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

西进，走向胜利的道路。如今，花界已经成为

“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路线中的重要一站。

慕名前来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们大都会选

择沿着山路，追随革命先辈的足迹，感悟伟大

长征精神。

“通过查阅当地文献记载以及走访附近村

民，基本可以判断出这条路是不是当年红军战

士走过的。”2013 年，从通道县文物管理所退休

后，胡群松被返聘回纪念馆参与考证、搜集史

实资料。2009 年毕业的胡弘在父亲的影响和

熏陶下，也决然加入其中，父子俩自此走上了

属于他们的“长征路”。

“我这个双肩包里常备的就是一本画册、

干粮和小水壶，平时下乡，经常错过饭点，就凑

合着对付一口。”胡群松说，10 余年来，他们走

遍通道县 220 余个侗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

考证了 16 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并

指导开发 6 条红色旅游路线。这些隐入湘西

群山的红色小道，不仅为胡群松撰写《通道转

兵日志》提供一手资料，也成为侗乡群众的致

富之路。

宽敞的柏油马路、错落有致的侗屋砖房，

作为长征红军第二野战纵队第二梯队的驻扎

地和红色故事《铁律》的发生地，向晖村（原官

团村）如今已大变样。

“近年来，该村将红色文化和侗族特色文

化结合发展旅游产业，投入资金，建设红色主

题游玩步道、主题民宿等，致力于让村民增收，

让村寨变靓。”据向晖村党支部书记杨志军介

绍，凭借红色旅游产业，去年，全村人均增收

12000 元。目前，他们正在建设集吃、住、玩于

一体的农家乐 2 家，计划在 2025 年上半年投入

运营。

开发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来到通道转兵纪念地景区，跟随父子俩拾

级而上步入纪念馆，一个橱窗里陈列的一对方

方正正、略显黝黑的皮箩，引起笔者注意。“这

对皮箩出自一位红军战士的手，它见证了一位

侗乡老人杨昌彬 80 多年的执着与守望。”走到

跟前，胡弘讲起了《一担皮箩》的故事。

1934 年，红军战士邱显达在湘江战役中右

腿负伤，万佛山镇下乡流源村村民杨光清和儿

子杨昌彬将其接回家照顾。其间，父子俩轮流

在家看护邱显达，负责他的生活起居，另一人

则每天上山采药，为其治疗。2 个月后，邱显达

伤愈归队。临走之际，他为杨光清父子编织了

一对皮箩，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回来看

你们。”杨家人舍不得用，一直珍藏着这对皮

箩。“看到皮箩，仿佛就看到红军战士。”

2017 年，胡群松得知这个故事后，专程找

到杨昌彬家。“留在我手上意义不大，让更多人

通过它了解红军、了解那段历史更重要！”得知

纪念馆在收集红色文物时，杨昌彬主动将这对

皮箩捐赠出来。

“传承好红色文化，不仅要把文物展陈出

来，还要把文物背后的故事挖掘出来，才能让

这份红色记忆历久弥新。”胡群松父子在征集

文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红色故事的挖掘。

胡群松说，这些故事赋予了一个个老物件新的

生命，它们见证着红军战士的荣光和军民鱼水

情深。

“这些年，我们搜集了许多珍贵文物，有的

放到全国也算是比较稀有的。”说罢，胡弘向笔

者展示了一叠“告民众书”。胡弘如今是纪念馆

陈展部部长，他告诉笔者，这是当时过路的红军

向侗乡的父老乡亲们分发的“告民众书”。为了

掩盖事实，敌军四处搜查类似的宣传单并一一

销毁。幸运的是，一位侗乡阿婆将这份“告民众

书”纳入千层鞋底才得以保存下来。

《一盏马灯》《一副担架》《铁律》……10 余

年间，胡群松父子俩抢救性地挖掘了藏在民间

的红色故事 100 多则，为当地开展国防教育、红

色研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

挖掘红色故事，丰富教育素材

通道转兵纪念馆文博专家在

下乡流源村为村民宣传文物保护

知识。 受访者供图

通道转兵纪念馆工作人员在

文 物 库 房 清 理 修 复 革 命 文 物 。

吴庆革摄

通道转兵纪念馆工作人员在

文物库房整理文物登记入册信息。

吴庆革摄

通道转兵纪念馆工作人员在

梨子界战斗遗址实地勘测。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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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文物征集小组馆文物征集小组在在

溪上村询问村民红溪上村询问村民红

军进村路线军进村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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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放弃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从湖南通道转兵西
进贵州，开辟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我们要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通道转兵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近年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
大力加强对红色资源的保护管理力度，不断擦亮富有区域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

如今，通道转兵纪念地已从最初的一座会议旧址发展到集纪念广场、纪念馆、红色研学中心于一体的
4A级景区。

近日，笔者走进侗乡通道，探寻他们打造红色文化品牌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