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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X

红色资源承载着红色基因、红色文化，彰显着党的优良传统和崇高价值追求。云南拥有丰

富的红色资源，通过不断挖掘、整理，做好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出重

要作用。然而，在发掘红色资源中，还存在发展模式较单一、红色产品缺乏创新等问题亟待破

解，须不断探索延伸红色文化乡村产业链。

挖掘红色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

推动红色旅游业发展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和保障，红色文化是乡风文明形成

和发展的文化之源、精神之基，将

红色文化传承和弘扬好，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是有积极意义的。”云南

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教授昂自明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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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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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至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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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

子苗寨等红色遗址，以及传承下来

的红色文化，成为威信县重要的资

源，红色旅游业也逐渐成了带动当

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湾子苗寨发展红色旅游产业

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近年来

游客呈逐年增长趋势，有力推动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水田镇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红色文化，是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

争中形成的一种文化。”云南民族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子建

表示，“近年来，威信县等革命

老区、革命烈士的故乡都在挖掘、

整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通过

‘红色+旅游’‘红色+民俗’等方

式，打造一大批宜居宜业的红色

文化生态特色村，推动红色旅游

业发展。”

探索更多发展模式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近年来，通过挖掘、整合红色

文化资源，开展跨界融合及开发红

色文化产品等，为脱贫攻坚以及乡

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但在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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