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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倚娄山，南濒乌江，远瞰巴巫，险要

天成——这里是贵州遵义。

记者在遵义市采访的第一站，便来到

遵义会议纪念馆。伴随着红军后代孔霞

的讲述，时间仿佛回到 90 年前：漫漫长征

路，一路被敌人围追堵截，翻越雪山、跨过

草地，红军 3 万余人终于抵达遵义。中国

革命该何去何从？在小楼 20 余平方米的

会场里，一群人激烈讨论着。会议室墙上

的挂钟一次次鸣响，指针一圈圈转动，终

于在第 3天深夜，他们达成共识。

走出纪念馆，不远处就是红军街、遵

义纪念公园、1935 文化新天地。在这片街

区，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与现代生活交融

交汇。

赤水河畔，浊浪翻滚，12.9 米高的“土

城渡口”纪念碑巍然挺立。90 年前，那个

万分紧张的夜晚，土城方向枪声四起，赤

水河面，浮桥架设速度不断加快。凌晨时

分，红军渡过赤水，完成长征途中的一渡

赤水。

在“土城渡口”纪念碑对岸的土城古

镇，仍然保留着四渡赤水纪念馆、红军总

司令部驻地、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红军医

院纪念馆等遗址遗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打卡。

忆往昔，遵义这片土地上处处写满英

雄的故事；看今朝，518 处红色文化遗存吸

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90年浸润，90年奋

进，这片红色沃土上依然昂扬着一往无前

的斗志和蓬勃向上的生机。

在遵义，记者走进社区村寨、工厂车

间、大街小巷。在和当地群众的一次次交

流中，记者感到，红色基因早已融入这座

城市的血脉。在时间的细语中，红军的故

事和精神代代相传。在乡村振兴的广袤

田野里，在“红”“绿”辉映的发展道路上，

在产业发展的大胆创新中，都有遵义人民

奋笔绘写的时代新篇。

在遵义市湄潭县兴隆镇龙凤村田家

沟，有一幅由 46 张幸福笑脸拼接成的大

图。年轻人自信的笑脸，孩子们天真的笑

脸，老人们满足的笑脸……这一张张洋溢

着幸福的笑脸，或许正是 90年前遵义会议

会场里，革命前辈们曾憧憬的未来中国。

“雄关漫道真如铁”，一个个红色印记

讲述着“伟大转折”的惊心动魄；“而今迈

步从头越”，一步步奋力前行，彰显着“转

折之志”的时代传承。遵义会议精神引领

并鼓舞着这里的人们，以饱满斗志和必胜

决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聆听红色热土的时代回响
■本报记者 陈晓杰

一段历史的“新生”

数字赋能，红色故事
有了新讲法

光影闪烁间，一道“瀑布”从舞台顶

端飞流直下，渡江船只腾空而起，红军

将士在湍急的水流中搏击……

在遵义市红花岗区伟大转折剧场，

舞台剧目《伟大转折》正在上演。观众

席上，不时有人感叹：“太震撼了！”该剧

目以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转兵贵州、召

开遵义会议为背景，艺术再现了那段波

澜壮阔的红色历史。

“我们运用科技手段，注重打造人、

声、光、水、电、影、景融为一体的沉浸式

体验，以全新方式呈现和诠释伟大长征

精神。”伟大转折艺术团副团长夏莹介

绍，2024 年 1 月，以“红色+科技”为亮点

的《伟大转折》剧目正式演出，通过现代

舞台创意和创新科技手段，带来全景沉

浸式演艺效果 ，让观众在“身临其境 ”

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截至

目前，该剧已演出 800 余场，观众突破

28 万人次，不仅收获广泛好评，更成为

遵义红色旅游的新名片。

近年来，红色研学在全国范围内持

续升温。紧跟红色旅游发展形势，遵义

市以“红色+”为主线，推动数字技术赋能

红色旅游，红色故事有了新讲法，文旅消

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娄山关，千峰万仞，若斧似戟，山下的

川黔公路蜿蜒经过。红军两战娄山关，第

二次尤为激烈。毛泽东同志曾在此写下

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战火硝烟已然消散。今天的娄山

关，成为承载国家记忆和传承红色基因

的重要文化遗存。战斗遗址先后被列

入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

依托长征遗址遗迹，娄山关景区深

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活化利用。

山上打造长空桥、百丈梯、西风台等“娄

山十景”，山下打造娄山古镇、商业街、

游客接待中心，让游客进得来、住得下、

留得住，建立集观光游览、纪念教育、康

体养生、休闲游憩等于一体的娄山关旅

游新模式。

其中，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

采用下沉式建筑风格，馆内利用山水意

境设计理念和现代声光电技术，展品、照

片、文字、图表紧密结合，形成富有韵律

的展陈设计整体，构建起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与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的公共场所。

巍巍青山间，遵义红色遗存星罗棋

布。为保护“红色家底 ”，讲好红色故

事，遵义市紧跟时代发展，让红色文物

“活”起来，推动红色文化有力传播。

一座村庄的“变身”

寻味乡愁，乡村振兴
铺展新图景

远处青山如黛，近处绿树葱郁。走

进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记者踏

上青色石板路，沿着“乡愁小道”踱步，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展现在眼前，一幅

山水田园画卷徐徐铺展。

花茂村曾被称作“荒茅田”，是红军

长征途经之地。当年，红军队伍来到花

茂村停留、住宿，并在相邻的苟坝村召

开会议。村里老人说，10 余年前，村里

荒田遍地，茅草丛生，“晴天一身灰，雨

天一身泥”，出行难、喝水难、看病难是

困扰村民的几大难题，许多年轻人不得

不外出打工谋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这 10 余年

间 。 2014 年 起 ，遵 义 市 开 始 着 力 打 造

“四在农家（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

家、美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花茂

村曾经的乡间泥土路变成宽阔的水泥

路，老房子变成富有黔北特色的民居小

楼，新修建的木栈道与花坛相映成趣。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花茂村成为周

边游客休闲旅游的好去处。村民王治

强家的院子毗邻苟坝会议会址，是当年

红军在花茂村留宿时的院落。王治强

将 自 家 小 院 改 造 成 农 家 乐 ，并 取 名 为

“红色之家”。

这些年，随着花茂村知名度越来越

高，王治强的农家乐生意越做越红火，旺

季时常常“一桌难求”。2017 年，王治强

的儿子王豪从外地返乡，帮助父亲一起

经营。后来，王治强将农家乐全部交给

儿子打理，自己则担任起花茂村的讲解

员，义务向游客讲述村里的红色故事。

“以前大家都是跑去外面找工作，

这些年回乡创业的村民越来越多。他

们有的做露营基地，有的开民宿，还有

的做土特产生意。”王豪说。

正值隆冬，土陶技艺传承人母先才

格外忙碌。每年冬季，他都一边忙着经

营 自 家 陶 艺 馆 ，一 边 带 领 工 人 寻 地 挖

泥，为来年备料。如今，“陶艺文化创意

一条街”已成为花茂村的一张名片。“陶

艺馆的生意越来越好，现在的年利润是

过去的 10 倍多。”母先才告诉记者。

近年来，花茂村将红色研学、乡村

观 光 体 验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深 度 融 合 。

2020 年，以花茂村为原型创作的电视剧

《花繁叶茂》播出，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

而来，红色精神接续传承的同时，村民

也走上致富路。

花茂村不仅自身得以发展，也带动

周边乡村振兴。近些年，苟坝村与花茂

村携手联动 ，打造“红色苟坝、乡愁花

茂”乡村旅游线路，两个村都获得了可

观收益。

“有山有水有乡愁，有村有景有生

活。”花茂村党支部书记彭龙芬说，“现

在的花茂村产业兴、生态优、乡风好、民

风淳，村民腰包鼓了，笑容更灿烂了。”

一根钢绳的“远行”

乘势而上，科技创新
释放新动能

一根直径 264 毫米的钢绳，可以做

什么？

它可以吊起一座电梯，也可以牵住

一 座 超 级 大 桥 ，还 可 以 随 载 人 飞 船 上

天、随海洋钻井平台入海……葛洲坝水

利枢纽工程、三峡电站、港珠澳大桥等

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和超级工程，都有它

的身影。

走进位于遵义市的一家钢绳生产

企业，缆索生产厂房里，一根根钢绳牵

引着大国重器。

从名不见经传到成长为国内钢绳

生产领域的“单项冠军”，该企业克服了

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应用的一系列

难题。“我出生在遵义会议精神诞生的

地方，从小听红色故事长大，遵义会议

的故事 ，大家耳熟能详。90 年后的今

天，遵义会议精神依然能为我们的工作

提供指导。”企业相关负责人说。

不等不靠、实事求是，增强内生动

力——面对“卡脖子”问题，他们积极组

建科技创新人才团队，加强技术攻关，

推动特色优势产品巩固提升、传统产品

转型升级、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壮大。目

前，该企业共有授权专利 207 项，其中发

明专利 34 项。

激发创新潜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这是革命老区遵义保持深层活

力的密码。

新 质 生 产 力 本 身 就 是 绿 色 生 产

力。在遵义，“绿”是当之无愧的发展底

色。纵览遵义市高新区的工业版图，一

批以生产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空调等核

心零部件为主的企业乘势而上。

在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

核心零部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一

条条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忙碌运转。

2015 年，该企业入驻遵义市高新区

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截至目前，该企

业在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领域已获

得 600 多项国家专利，其中 50 多项为发

明专利，参与制定国家和地方行业标准

17 项，成为遵义新能源汽车产业蓄势加

速的增长极。

“厚重的文化底蕴、扎实的工业基

础加上开放的政策创新环境，为企业研

发、生产、销售提供了极大助力。”该企

业总部在广东深圳，谈及当初落户遵义

的初衷，企业负责人说。

早在 2018 年，遵义市就成为西南地

区唯一进入首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非

省会城市。“近年来，一批国家高新技术

企 业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在 遵 义 异 军 突

起，为遵义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新动能。”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局相

关负责人说。

上海路、大连路、天津路……遵义以

外省市命名的地名，与“三线”文化息息

相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超过 8 万名工

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从全国

各地跋山涉水来到遵义，他们用青春和

血汗，在遵义建起了多个大中型工矿企

业和科研单位，点亮了遵义的现代工业

之光。

漫步遵义大街小巷，“遵道行义、自

强不息”8 个大字随处可见。如今，红城

遵义延续“转折之城”的豪迈荣光，在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奏响奋进的乐章。

“转折之城”阔步新时代长征路
—革命老区贵州遵义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陈晓杰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 96号，一幢二层小楼沿街而立，“遵义

会议会址”匾额格外醒目。

行走在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的声音此起彼伏，斑驳的文物传

递着“历史的回响”——

90年前的冬天，“地球上的红飘带”蜿蜒至此，骤然闪耀出夺目的光

芒。1935年 1月 15日至 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成为

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这一历史转折的地理坐标，积淀了丰厚的红色文化。90年沧桑

巨变，新征程砥砺奋进，在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滋养下，“转折之城”焕

发出后发赶超的精气神。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90周年之际，记者走进贵州

遵义，追寻红军长征途中留下的红色印记，感悟这片红色热土扎实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新实践。

写在前面

图①：游客在贵州省遵义会议会址合影留念。 袁福洪摄

图②：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俯瞰。 李仁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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