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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一年芳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清明假期，除了祭祖踏青赏花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红色旅游景点祭扫陵园、缅怀先烈。日前，中宣

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第一批）》，确定了我国 15 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涉及 20 个

省份的 110个市、645个县。相信这一举措将有效促进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带动当地的红色旅游发展。

今年清明节期间，我们实地走访了这 15个片区中的部分地区，用镜头捕捉、记录下这些地区的红色旅游以及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情况，彰显

这些地区的革命纪念地、标志物所承载的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内涵。

清明前夕，来自四川达州、广安、巴中、南充等地的中小学生纷纷来到四川仪陇朱德故居纪念馆开展相

关爱国主义教育研学活动。学生在瞻仰、缅怀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朱德的同时，更全面地了解朱德的生

平事迹和丰功伟业，进而激励自己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继承和发扬朱德的优秀品质。

四川仪陇朱德故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近年来，朱德故里以朱德故居纪念馆为主体，充分利用五星琳琅山、四方田等地理标志，融合客家文

化、三乡文化，大力发展红色文旅、客家文旅、农耕文旅。据统计，2018年，朱德故里游客量达 332万人次。

图为仪陇县马鞍镇红军小学学生在朱德母亲钟太夫人墓地扫墓。

本报驻四川记者 付远书 /文 朱德故居管理局、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供图

清明节当天，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在渭华起义纪念碑前举行传承·2019 清明祭英烈活动。各级党员干

部、渭华起义先烈先辈后裔代表、退伍老兵代表、部队代表、企业代表、师生代表等近千人参加活动。

爆发于 1928年的渭华起义，是在全国大革命陷入低谷时，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全国

最具影响的起义之一，它打响了西北武装革命的第一枪。起义虽然失败，但它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

和领导人物，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并将革命的火种引向陕北。

近年来，渭南市华州区大力弘扬渭华起义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工程，对渭华起

义教育基地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同时优化展陈方式、丰富教育内涵、提升服务水平，以满足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接受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需求。2018年，渭华起义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游客220万人次。

图为在渭华起义纪念碑前，全体人员向烈士鞠躬默哀，敬献花篮。

吉 昂/图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文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3月 31日，山西兴县举行了 2019 年清

明节祭扫先烈暨晋绥散葬烈士遗骸安葬及志愿军烈士遗物安放活动。活动中，85 岁高龄的志愿军老战士

胡立言眼含热泪地回忆，在送一个连队上阵地之前，战友握着他的手说：“将来你回到北京以后，一定要在

天安门前替我们敬个军礼，你要告诉全国人民，我们一定会守住国门，绝不让侵略者踏进国门一步。”胡立

言告诉记者，最后，这个连英勇拼杀，战役结束时，全连 100多人中只有 8人下阵地！

68岁的老人孙群凯在现场几度哽咽，他的父亲是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1军 7师 19团政委孙泽东。1953

年 6月 27日，在美军 20余架飞机三次轮番轰炸下，位于朝鲜临津江东 56号坑道的志愿军 1军 7师 19团指挥

所被空袭，指挥所内正在开作战会议的 114 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此次，孙群凯把父亲生前的照片和牺

牲证明放进了志愿军烈士群葬墓，他说：“虽然是衣冠冢，但总算有了一个祭拜父亲的地方。”

兴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晋绥边区首府和八路军 120师师部所在地，曾经肩负着保卫延安、屏障陕甘

的重大任务。多年来，兴县一直致力于寻访晋绥解放区散葬烈士遗骸工作，截至 2018 年年底，晋绥解放区

烈士陵园已收迁安葬烈士 629位，其中 525位为无名烈士。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驻山西记者站 杨 渊/文 郭志清/图

今年是古田会议召开 90 周年与 2014 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 5 周年，福建红色圣地古田会议旧址迎

来众多游客。清明前刚刚落幕的古田油菜花旅游文化节更为当地掀起红色旅游浪潮。

此次举行的古田油菜花旅游文化节创新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模式，先后举办了“汉服周”“小红军周”

“非物质文化遗产周”“红色快闪周”“客家集市周”五个主题子活动，让游客能参与、能互动、受教育、有收

获。旅游节持续一个月，借助融媒体的强大传播力，累计吸引了 9万余名游客前来参观。

近年来，古田红色旅游区充分挖掘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打造红色小镇、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基地和国际

红色文化旅游交流中心等，走出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特色之路。

图为古田油菜花旅游文化节活动现场。 本报驻福建记者 黄国勇 文/图

在清明节到来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河南省新县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烈士陵园，举

行了清明节祭奠革命先烈活动。

河南新县是国家首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县，又是河南唯一的“将军县”，被誉为“红色首府 将军故

里”。近年来，新县立足红色资源优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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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红色文物保护和红色旅游开发工作。近年来，新县加强维

修保护，高标准维修许世友将军故居、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等 30多处革命旧址；深入挖掘红色内涵，紧扣

“大别山 28年红旗不倒”主题，做好革命文物征集和红色资源整理工作，编制提升革命旧址陈列布展方案。

据了解，目前，新县已经建设了大别山干部学院、大别山商学院，建成鄂豫皖苏区将帅馆、红四方面军将

士纪念馆等红色景点。今年以来，各红色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82.7万人次，旅游及相关收入达10.6亿元。

图为孩子们在认真聆听鄂豫皖军委航空局的光辉岁月。 邵兴/图 本报驻河南记者 陈关超/文

4月2日，湖南省长沙市“传承红色基因·清明祭英烈”暨全市未成年人“红色经典进校园、红色故里学英模、革命

旧址宣誓言”主题教育活动在浏阳文家市启动，500余名学生代表来到秋收起义会师纪念馆祭扫英烈。活动通过邀

请老战士讲述红色故事、情景剧演绎、图片展出等形式，让学生深入了解革命历史、崇尚革命英雄、继承革命事业。

浏阳是革命老区，境内拥有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胡耀邦故居等革命文物

59处。近年来，浏阳市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努力推进革命文物融入美丽浏阳和全域旅游等重点建设项目之

中，为该市经济社会发展增添“红色”动能。同时，浏阳市各革命文物管理单位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

宣教功能，推出了“红色浏阳进课堂”“讲耀邦故事，传红色基因”“讲秋收故事，觅党员初心”等一系列社会教

育活动，并与各学校挂牌共建，广泛开展研学旅行活动。

图为在胡耀邦故居，游客如织。 贾 艳/文 浏阳市文物局供图

清明：沿着红色足迹踏青出游，缅怀革命先烈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祝静统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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