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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人居环境，奋进的精神，让

人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

万余人集结于都。为了隐蔽战略意

图，避免遭飞机轰炸，红军战士连

续多天架设临时浮桥，晚上渡河，

早上拆桥，不留痕迹，顺利跨过长

征第一渡。为全面展示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这段历史，激励人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传承好伟大长征精

神，于都县在县城渡江大道东段规

划建设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

念园。

距县城6公里的潭头村，距离

纪念园不远。该村自明初建村至今

已700余年，区位优势明显，历史文

化悠久。中央苏区时期，潭头村有

2000多名群众参加革命，为苏区的

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2012年6月28日，《国务院关于支持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

意见》出台，沐浴着政策春风，一

大批项目在潭头村落地生根，村里

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潭头村有富硒蔬菜、葡

萄、优质稻等主导产业，乡亲们既

能外出务工，又能在家门口就业。

既能照顾家人和小孩，又有土地流

转收入和务工收入，贫困户还有分

红收入。

“村里蔬菜产业发展那么好，

我儿子想从东莞回来种植蔬菜。现

在，儿媳妇在潭头村制衣厂务工有

稳定收入，加上土地流转、光伏发

电、合作社产业分红、公益性岗位

等收入，家里的生活肯定会越过越

好。”红军后代孙观发说。

红色文化活旅游

当一天红军，过一天苏区生

活。记者在瑞金采访时看到，在第

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许

多游客换上红军服，再现了“中华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

景，体验了一回当“全国代表”的

滋味。

“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

朱德等革命先辈在瑞金这片红土地

上开辟了中央苏区，建立了红色政

权，进行了治国安邦的伟大实践，

留下了丰富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

我们瑞金也因此有着‘共和国摇

篮’‘红色故都’之称。”瑞金市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

来，瑞金市委、市政府把旅游业培

育成支柱产业，充分利用独特而丰

富的红色资源优势，有力推动了老

区振兴和精准扶贫。

据介绍，过去瑞金、于都、

井冈山等红色旅游区，旅游产品类

型单一，主要以博物馆静态景观陈

列的方式为主，度假旅游产品、会

议旅游和其他专项旅游产品，发展

都较缓慢。为创新旅游发展，各红

色景区利用高科技手段，配合开发

射击、攀爬、野战等体验项目，构

建红色旅游目的地体验参与项目体

系。开发出革命生活体验活动、大

型场景剧、大型模拟实战表演等项

目，完成了红色旅游从静到动、从

死板到鲜活、从观光到互动式体验

的转变，让红色旅游“活起来”。

“没到过黄洋界，却听见隆隆

炮声击退敌人一次次的围剿；没登

过八角楼，却看见盏盏油灯与北斗

星交相辉映；没走过挑粮小道，却

体味到朱德那沉甸甸的扁担挑起的

军民鱼水情；没上过井冈山，却感

受着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令人非常震撼。”

一名游客在观看大型实景歌舞史诗

《井冈山》后表示。

近年来，江西红色革命老区

按照“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

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革

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的要

求，围绕建设“红色文化传承创新

区”，深入发掘红色文化内涵，大

力弘扬苏区精神，不断加大对红色

资源保护开发力度，吸引了一批批

游客前来旅游、体验。

本刊记者 杨旭东 

江西省于都县潭头村蔬菜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