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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在其他地方工作期间，就

听说大理不仅有风光秀美的苍山洱海，

还有红军长征过大理的动人故事。

今年“七一”前夕，我有幸到访宾川

县乔甸镇新庄村。这里是当年中国工农

红军红二、六军团进入宾川的第一村，如

今也是大理州首个自然村“长征纪念馆”

所在地。这次红色之旅让我深受教育。

踏入“红军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悬挂于村口的一副长联“传真理挽中华

亘古英名，历险滩斗恶浪惊天壮举”。

闭目品读，思绪穿越时空隧道，仿佛回

到 88年前红军长征过大理那段波澜壮

阔、激情燃烧的岁月。此时，眼前的一

草一木、一砖一瓦，似乎都在诉说着当

年红军与宾川人民结下的鱼水深情。

那些斑驳的墙壁、陈旧的老物件，无不

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与厚重。

步入长征纪念馆展厅，一幅幅珍贵

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真实的文物展品，

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风雨侵衣骨更

硬”的意志品质和“革命理想高于天”的

崇高精神。凝视这些老照片，我仿佛看

到了红军将士夜袭祥云、激战宾川时奋

勇杀敌的英姿，看到了他们不屈不挠、

誓夺胜利的坚定眼神。每一个场景、每

一个细节，都让人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最让人感动的是当地村民自编自

演的情景剧《送别》。一个只有 7 户人

家、5名青壮年的小村庄，竟然有 4名青

年毅然决定追随红军北上。他们的名

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们的行动如同一

把精神火炬，照亮后来人的心灵。在那

个艰难的年代，正是有了这样一群坚定

的革命者，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后人铺就一

条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重走长征路，我的脑海中一直盘旋

着几个问号：我们出生在和平年代，远

离战火硝烟，能否始终铭记革命先辈们

的牺牲奉献？能否始终保持对理想信

念的执着追求？能否始终坚守为人民

服务的赤子情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

一种深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不

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忘记那些牺牲的先

烈。我们不仅要铭记他们用生命和鲜

血铸就的长征精神，还要将这份宝贵的

精神财富永续传承、发扬光大。

这次参观也让我深切感受到，红色

教育基地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文物展陈

场所，还是一个激励后人的教育阵地。

在这里，我们近距离接触历史、了解历

史、感悟历史，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

的美好生活。

这次参观还让我看到，红色教育可

以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通过多媒体

展示、互动式体验、沉浸式教学等方式，

让历史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在公众面

前，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提高红

色教育影响力；可以通过开展主题实

践、户外拓展、研学讲座、行走的思政课

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红色教育的内容和

形式，让红色教育更加深入人心。

走出“红军村”，漫步红军广场，看着

大理人民衣食住行的新变化，感受祖国

繁荣昌盛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我由衷

地感到自豪！一阵山风拂过，我仿佛看

到红军将士唱着歌谣行走在苍洱大地！

“红军村”里话感悟
■孙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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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在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乔甸镇新庄村，漫山的三角梅争相斗艳。许多游客在这里不仅欣赏自然美景，还走
入红军长征纪念馆、红星图片纪念馆等红色场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近年来，大理州军地按照“区域联动、多样呈现、多维利用”的思路，深挖红色资源潜力，深耕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场景复
原、情景再现、文艺创作等方式，让尘封的记忆和历史图景鲜活起来，让红色故事在苍洱大地上代代相传。

云南大理是我党较早开展革命活动

和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这里既有红

军长征过大理时留下的一系列革命遗

址，又有许多名人故居、纪念馆等红色场

馆，还有诸多苍洱先烈的英雄事迹。

1936 年 4 月下旬，由贺龙、任弼时、

萧克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主

力部队途经大理州祥云、宾川、鹤庆三个

县 22 个乡镇，行程约 300 公里。红军边

走边打，一路开仓放粮、赈济贫民，一路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大理各族人

民心中播下革命火种。

距离县城 30 公里的新庄村，是红军

进入宾川县境内的第一村。当年新庄村

只有 7 户人家 5 名青壮年，在红军的感召

下，有 4 名青年毅然追随红军北上，其中

年 龄 最 大 的 26 岁 ，最 小 的 13 岁 。 2014

年，大理州在新庄村建成首个红军长征

纪念馆，展出红军当年留下的旧物件、战

斗生活的老照片。近年来，随着周边的

红星图片纪念馆、红色讲堂、红色广场、

红军桥和红军巷等陆续建起，新庄村成

为当地远近闻名的“红军村”。

在当年红军长征过大理沿线，这样

的红色资源还有很多。近年来，大理州

推动红色旅游，陆续推出“苍洱英雄路”

“红色大理游”等多条精品红色文旅线

路，推动文旅资源共享、红色品牌共建。

毗邻宾川的鹤庆县，将红军长征过鹤庆

纪念碑公园、姜营军事会议遗址等红色

教育场所串联起来，吸引八方来客。

位于鹤庆县城内的红军长征过鹤庆

纪念碑公园内，有一组高 3.2 米、长 39 米

的浮雕群。这组浮雕群由 12 幅画面构

成，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过鹤庆时“金沙

水暖情深，军民鱼水欢歌”的生动景象。

距此地不远的黄坪镇姜营军事会议遗

址，是当年红二、六军团巧渡金沙江前夕

召开会议的地方。这次会议对红军摆脱

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顺利渡江北上具

有重要意义。如今，这座会议遗址静静

坐落于姜营村委会老街学校中，琅琅的

读书声时时回荡在遗址上空，化作对红

军前辈最好的告慰。

“串点成线、由点及面，推动红色教育

与文旅开发同频共振。”这是大理州军地

领导在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中形成的

共识。据统计，近 3 年来大理州投入近亿

元用于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红色旅游

线路开发。从苍山脚下到洱海之滨，军地

各级抽组精干力量修缮保护辖区内革命

遗址遗迹、提升改造红色纪念场馆、挖掘

整理红色经典故事，让红色资源“活”起

来、红色文化“火”起来。

区域联动，擦亮红色品牌

“杨征！你还没有枪高，不要去当兵

了。万一回不来，九泉之下你爹妈怎么

瞑目啊……”

“ 大 妈 ！ 我 明 年 肯 定 能 长 得 比 枪

高。您放心，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兄弟四

人一定平安归来……”

端午节期间，在大理州宾川县乔甸镇

新庄村，村民们自编自演的情景剧《送别》

在一处院落里上演。小山村里，一个不寻

常的夜晚，4 名青年整装待发。妻子将绣

着“等你”的手绢悄悄放进丈夫的口袋，

姐姐将家里仅存的几枚铜钱塞到弟弟手

中，蹒跚学步的孩童吵闹着要父亲再抱

抱……这部情景剧真实再现了 88 年前红

军在宾川“扩红”的故事。时光荏苒，当

年跟随红军北上的革命先辈再也没有回

来，但红军精神一直伴随着村庄的发展

变迁，代代相传。

天下艰难际，时势造英雄。大理军

分区领导告诉笔者，革命战争年代，大理

涌现出一大批革命先驱。例如，云南籍

第一位共产党员王复生、中共云南第一

任省委书记王德三、云南早期共产党员

赵醒吾……这些革命先驱，在烽火连天

的革命岁月，如同一把精神火炬，照耀着

后人一往无前。

位于祥云县刘厂镇王家庄村的王复

生、王德三烈士故居，是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和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

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这里有王氏“一

门三杰”舍家忘我、血沃中华的光辉事

迹。不少参观者都会在王德三的《狱中

遗书》展柜前驻足，被字里行间的家国情

怀深深打动。

近年来，大理州军地携手挖掘革命

先烈事迹，汇编整理出《碧血丹心》等数

十个红色故事，编排白族大本曲《白子

将军》等红色经典，创作花灯剧《省委书

记 王 德 三》等 ，还 通 过 举 办“ 红 色 讲 解

员”评比活动、“金话筒”讲师大赛、红色

故事大讲坛等，让红色人物“活”起来、

“动”起来。

多样呈现，追寻红色印记

“红军长征过大理不足 10 天时间，

就有 1300 余名热血男儿踊跃参军，跟随

红军北上抗日，在黄土高坡、华北平原，

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血洒疆场，新中国

成立后幸存者不到 20 人……”在预定新

兵役前教育期间，新训教官向参训青年

讲述红军大理“扩红”的故事，鼓励大家

在学思践悟中感受历史伟力、坚定从军

理想。

“小空间展示大历史！”位于大理州

湾桥镇上湾桥村的周保中将军纪念馆自

建成来一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场馆占

地 8.43 亩，共有藏品 517 件，集中展示了

周保中将军生平、领导东北抗日斗争 14

年和主政云南期间的事迹。如今，这里

已经成为省、州、市三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云南省创建红色旅游示范景区和大

理州红色传承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

地。每年在纪念馆开展的现场教学活动

达 300 多场，受教育的党员干部群众 3 万

余人次。

在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宾川

县金牛镇第二完全小学师生同台表演红色

情景剧《这盛世如你所愿》，再现了红军长

征过宾川的峥嵘岁月，反映新时代宾川翻

天覆地的变化，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据该

校校长介绍，这种“行走的思政课”在大理

州的大中小学比较流行。学校利用全民

国防教育日、国家公祭日等机会，组织高

年级学生徒步前往烈士陵园等地开展红

色教育，推动思想政治课堂与社会实践对

接，引导学生增强爱国情、报国志。去年以

来，全州已结合学生军训开展“行走的思政

课”1250余场次、参加学生近30万人次。

“七一”前夕，大理州人武部党委班

子把聚焦“铁心向党铸忠诚、同心奋进担

使命”深化教育实践课堂搬到宾川县红

军长征过大理陈列馆，重温入党誓词，接

受精神洗礼。县人武部领导表示：“先烈

们不畏艰险、勇于牺牲、一往无前的大无

畏革命精神，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宝

贵精神财富。”

赓续红色血脉，当好红色传人。大

理军分区注重搞好学用转化，结合深入

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建立“党员

先锋岗”“创优责任区”，推行设岗定责、

承诺践诺，引导党员在援战备战中当先

锋、打头阵。学习讨论中，所属人员纷纷

表示，一定要做到红色精神存于心、弘扬

传统见于行，立足本职建新功，以优异成

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多维利用，传承红色基因

图①：大理的苍山洱海景色。 王海波摄

图②：红军长征过大理陈列馆正门。 邢新桦摄

图③：滇西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师生重走长征路。 蒲国宏摄

图④：清明节前，宾川县金牛镇第二完全小学组织师生到烈士陵园祭扫。

李金龙摄

图⑤：新庄村纪念红军长征过宾川88周年文艺演出。 赵林忠摄

图⑥：大营镇组织退役军人参观赵醒吾广场。 李建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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