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2022.04

金色观察
R E D I A N
热  点

革命遗址是不可再生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

化内涵。近年来，云南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革命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在充分发

挥革命遗址资源在党性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有力促进了红色旅游的发展。

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红色文化遗址

   发挥重要作用

昭通市威信县水田镇地

处云、贵、川三省交界处，

境内山峦起伏，如诗如画。

1935 年 2 月，中国工农红军

第一方面军沿着山间小路从

四川来到水田镇湾子苗寨，

进入云南。

红 军 离 开 苗 寨 后，1935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威信水

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

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

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扎

西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

新的战略方针等事宜。

如今，扎西会议纪念馆、

花房子会议旧址、庄子上会议

旧址等革命遗址，被打造成为

扎西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点。

同时，作为威信县重要资源，

带 动 了 当 地 红 色 旅 游 业 发

展，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革命遗址是党员干部

党史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

红色旅游的重要资源。新时

代的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云

南省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革命遗址不仅是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

地、党员干部教育活动实践

基地和现场教学点等，还助

推了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的

发展，实现了红色文化和经

济社会的融合发展。

据悉，云南共有革命遗

址 2265 个，数量在全国居前

10 位。近年来，随着各级各

部门的重视，大部分革命遗

址得到了有力保护。

  保护程度参差不齐

革命遗址浸染着革命先

烈的鲜血和汗水，蕴含着坚

强不屈、万众一心、同仇敌

忾的中华民族精神。“保护、

利用好革命遗址，能有效激

发干部群众的斗争精神，激

励大家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

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云南

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副院

长、硕士研究生导师赵岩社

教授表示。

然而，在对革命遗址开

展保护过程中，也存在不少

制约因素。

不久前，记者到滇中某

县一村子采访，该村是一名

烈士的故乡。记者发现，由

于烈士故居几十年无人居住，

已被村民建房占去大部分，

原本 3 间房屋仅剩 1 间。对此，

工作人员表示很无奈。

“除了被村民占用，部

分革命遗址破损严重。”赵

岩社教授表示，革命遗址大

多分布在偏远农村、山区，

由于用途改变、长期无人居

住，革命遗址残损情况日益

严重，无疑给保护工作带来

不少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