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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路径的思考

———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为例

刘禄山 王 强

〔摘要〕 长征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

文化遗产。科学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能有效地把长征精神财富转化为物质财

富，把长征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是继承、弘扬长征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的重要途径，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 “营养剂”。
〔关键词〕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四川; 建设路径

〔作者简介〕刘禄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革命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馆员

( 四川成都 610041 ) ; 王 强，中 共 四 川 省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宣 教 文 献 处 ( 四 川 成 都

610012) 。

习近平同志指出: “伟大长征精神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

力。”① 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就是要建立起完善的长征文化保护利用长效机制，就是

要充分利用好长征文化资源以弘扬长征精神，进而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是关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工程，也是关乎

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民心工程和富民工程。
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的条件基础

1． 长征文物资源优势显著

四川是长征中出奇制胜的战场、会师加油的驿站和战略转移的桥梁。红军长征的足

迹遍及四川的东南西北四个区域，创造了五个 “最”，即: 征战时间最久、长征线路最

长、经过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恶劣、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召开会议最多。长征中最为严

峻的考验大部分发生在四川，留下了众多的红色遗址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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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人民日报》2019 年 8 月 19
日。



征精神的凝结，也都独具四川特点。
四川红军长征文物主要沿红军长征线路呈带状分布，其中泸州市古蔺、叙永，凉山

州冕宁、会理，雅安市宝兴、天全、芦山，以及阿坝州小金、马尔康、若尔盖等保存数

量较多，长征文物点密集。目前，核定登记的不可移动长征文物 442 处，存有古蔺县红

军四渡赤水战役遗址、泸定桥、波日桥、卓克基官寨、阿坝红军长征遗迹等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10 处，会理会议纪念地、三关桥、陈云长征旧居等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47
处。文物类型包括伟人旧居、部队驻地旧址、会议会址、战场遗址、渡口遗址、红军标

语、桥梁道路、红军树、红军井等遗址遗迹，特色鲜明。可移动文物 2788 件套，其中

珍贵文物 112 件套，包括货币、文稿、武器、生活用品等，珍藏于沿线区域内的博物

馆、纪念馆 ( 陈列馆) 和文物管理机构内。
2． 长征主题陈列展览体系基础良好

在四川，红军长征途经的每个县区都建有纪念展示场所、主题纪念馆，或在综合性

博物馆中开辟有专门展厅。有的地区还依托伟人旧居、红军驻地旧址等历史建筑布展陈

列，以介绍红军长征在本地的斗争和建设情况。目前，四川已建立了近 40 个红军长征

纪念馆或纪念园，以反映四渡赤水、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

山、强渡嘉陵江、血战剑门关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博物馆、纪念馆为支撑，以反映红

军长征途径各地历史的陈列馆、展示馆为补充，展览面积达到 20000 多平方米，为系统

全面展示红军长征四川段的光辉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以长征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培训基地初步形成

四川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培训基地，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充分发挥教育引导功

能。以长征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培训基地致力于将长征红色文化资源有机地融入到爱

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泸州四渡赤水分院、雅安夹金山分院、阿

坝雪山草地分院、甘孜泸定桥分院、凉山彝海结盟分院等培训机构，积极深入推进长征

文化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研究，深入挖掘长征精神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

具体体现，依托长征遗址遗迹，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培训活动，为讲好长征故事，

传承长征精神提供了重要阵地。雅安夹金山分院秉承 “弘扬夹金山精神、锤炼坚强党

性”的办学宗旨，提炼出 “坚定信念、团结友爱、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夹金山精

神，依托雅安丰富的红色资源，采用课堂教学、体验教学、现场教学、影像教学、激情

教学、互动教学等方法，突出其红色体验式教学特色。自 2018 年 5 月开班以来，已培训

学员 2. 1 万人次以上，为弘扬、传承长征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4． “长征丰碑”红色旅游品牌初步形成

红军长征途径的四川区域自然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沿线名胜古迹、历

史文化名镇、传统村落等密布，民族风情浓郁，为发展红色旅游奠定了良好基础。目

前，四川各地党委政府致力于将 “红”“文”“绿”三种元素实现有机融合，在红色旅

游产业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2007 年，四川省政府成立四川

省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办公室，统筹推动全省红色旅游的规划设计和发展，注重将红色

旅游、生态旅游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充分展示四川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雄伟壮丽的

自然风光、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和改革开放后的崭新面貌，基本形成了十大红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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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线路。
5． 基础设施条件基本完善

四川泸州、雅安等长征文物分布密集的地区基本实现了高速公路全覆盖，其他红军

长征途经的主要节点区域不仅有高速公路相连接，泸州、凉山、阿坝、甘孜等地还建有

机场。可以说覆盖长征沿线区域的立体交通体系已基本形成。除交通外的其它基础旅游

接待设施条件也在不断完善提升，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条件。
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存在的问题

1． 管理保护不到位

在管理工作中，由于管理单位不统一、多头管理、权属混杂，缺乏科学完善的管理

保护机制，对红色遗址遗迹保护管理不到位。加上过去对一些年代较近但具有重大历史

价值的遗址遗迹的潜在价值认识不够，致使一些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遗迹损毁严重，有

的甚至已不复存在。一些纪念场馆陈列物品或已损坏，或散落在民间不知去向。
四川长征遗址遗迹损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建设损毁。经济快速发展期往往是文化遗产遭受人为因素破坏的高危期。数量

众多的红色遗址遗迹因城镇建设被毁，给长征文物保护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如阿坝州

红军长征时期的金川红军总医院遗址、红军大学遗址、格勒得沙革命共和国中央革命政

府等因农户改造住房被破坏，已无法恢复。
二是自然损毁。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部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较好外，大

量保护级别较低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点年久失修，残损破败，濒临消失。部分私人产

权性质的旧居、旧址无人管理，任其自然损毁，周边历史环境破坏严重。如甘孜、阿坝

地区部分红军长征留下的红色文化资源，由于地处偏远，长期无人过问，出现自然倾

斜，甚至垮塌; 绵阳市平武县 12 处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红

色遗址遗迹，其木质建筑物自然腐蚀较重，在 “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几乎全部毁

损。虽后续得到重建修复，但已部分失真。
三是无序开发损毁。长征主题陈列展览体系存在内容陈旧、主题不鲜明、同质化严

重、展示方式单一落后等问题，故事性、参与性、体验性不强，长征文物的内涵阐释不

够，最新研究成果未在展览中得到充分体现，尚未形成具有四川特色的长征文化线路展

示体系，革命传统教育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一些地方为发展旅游业，对长征文化资

源过度开发，在遗址内兴建各种商业、娱乐和营运设施，让遗址遗迹受到破坏，甚至对

革命文物进行拆旧盖新式的改造，让文物严重失真，失去了原有价值。同时，一些私人

博物馆受经济利益驱动，存在伪造革命文物、随意附会的现象，对还原长征历史真实面

貌产生了负面影响。
2． 开发力度不充分

一是重视程度不够。全方位立体宣传利用长征红色文化资源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

宣传的方式、渠道单一。有关部门对长征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大部分民众对长征红色文化资源中红色遗址保护利用重视程度不够。许多民

众对本地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长征遗址遗迹有一定了解，而对围绕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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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发生的历史事件、相关重要人物却所知甚少，了解不充分。
二是开发力度不够。四川长征红色旅游发展同全国其他红色旅游地都面临着一些相

似的制约因素。各市州景区存在开发方式和营销方式上简单趋同，缺乏统筹协调，旅游

产品趋同等问题。部分长征遗迹配套基础设施缺乏，可进入性差，游客停留时间过短，

人均消费低，旅游产品不成体系。这些制约因素导致红色旅游出现政府 “热”，而市场

却始终不温不火的局面，影响长征精神的展现、传承。
三是融合度不够。红军长征主要途经的四川南部、西北部等大部分区域，虽然区域

地理环境优越，历史古镇、传统村落、民族风情、山水风光等特色资源丰富多样，长征

精神和历史记忆流传广泛，但现有长征文物资源与当地的绿色资源、文化资源融合度还

不够，长征红色景区质量等级总体水平较低，对沿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

够。如对怎样将长征的这一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阿坝州当地的藏羌文化、绿色生态文化的

研究还不够深入，未能充分发挥其服务阿坝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
四是各方协作力度不够。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涉及文物保护、陈列展览、

旅游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是涉及多个部门的综合性工

程，但目前尚未有规范性、纲领性、指导性的规划，相关部门力量没有得到有效整合，

资源优势没有得到集中发挥，集群效益不充分。在利用长征文化资源，开发红色旅游的

过程中，部分地区政府仅考虑自身利益，各自为政，独自开发、包装、宣传，没有进行

资源整合，人为阻碍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流动，造成了影响发展的一系列矛盾。
五是专业人才普遍缺乏。红军长征沿线多为革命老区，经济落后，工作条件较为艰

苦，客观上存在着人才外流的现象。由于长征沿线区域普遍缺乏高水平的规划和管理人

才，造成了许多红色景区规划不当、管理不善、资源利用不合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

现象。从事一线工作的服务人员专业水平还不能满足各红色景区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如

有些讲解员业务水平相对较低，对景点的解说比较枯燥单调，降低了游客的满意度，无

形中减弱了景区的吸引力。
三、对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路径思考

1． 全面统筹联动，高起点统一规划布局

坚持把统一规划作为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前提，用大遗址保护理念，结合国家

出台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统筹纳入长征沿线地区经

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做到高起点科学统筹规划，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加以

利用，为高标准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打下坚实基础。
一是科学制定规划。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权威资质单位对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

川段总体建设进行科学定位，创意规划空间设计布局方案，针对重点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的遗址遗迹制定分期开发的推进方案，明确各期重点工作。向社会公布规划方案并广泛

征求意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优化提升，使规划方案更加完善、科学。
二是统筹效益整合。规划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应在整体保护基础上，把经济效益

同弘扬革命传统、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推动长征沿线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发展，统筹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乡村振兴、城镇化建设和生态保护等深度融

合，扩大公园旅游容量，提升经济效益，不断增强长征沿线地区内生动力和自我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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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三是加大区域联动。长征沿线区域的省、市、自治区，位于 “一带一路”、长江经

济带的关联地域，物流相通、人脉相连。规划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要坚持区域统一规

划，打破地区行政阻隔，建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共同攻克建设中遇

到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深化区域合作，探索建立长征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盟，形成

统一的产品体系和价值链条，实现联动共享。
2． 保护利用并重，高标准打造文化品牌

要维护好长征革命遗址遗迹所特有的历史环境风貌，保持长征历史原真性，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深入挖掘长征文化的深刻内涵。
一是加大保护力度。对长征革命遗址的保护管理要按照统一规划、分级保护、合理

利用、属地管理的原则，保证其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对长征革命遗址遗迹的保存情况

进行普查，对有价值的长征文物统一进行登记造册、建档立案，明确长征文物保护的主

体内容，确定保护的范围，设好保护标志，明确保护的主体单位、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利用多种媒介宣传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切实提高群众的保护意识，让广大群众自觉参与

到其中来。要积极搭建长征文化学术交流平台，通过举办学术论坛、研讨会等，集思广

益、群策群力，为长征革命遗址综合保护利用 “把脉问诊”、献计出力。
二是做好开发结合。按照建设好国家长征文化公园这一总体要求，将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与当地党委中心工作结合，与精准扶贫工作结合，找准工作结合点，加大资金

和政策扶持力度，解决当地发展不足、发展不快的问题; 将长征物质文化遗存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相结合，让长征文化展现各地特色和魅力; 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区域发

展战略结合，特别是与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

略和川陕苏区振兴发展有效对接; 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产业调整、特色旅游、生

态农业、安居工程、城乡绿化、农民脱贫致富项目相结合，做好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

用的经费保障和其他项目的对接，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通过实施大项目带动，促进红

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以及与当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传播、生态环境的互动发

展，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
三是打造文化品牌。要紧紧抓住各项战略机遇，建设长征文化精品园区，释放整体

力量，彰显长征文化独特魅力。要深入挖掘红军长征精神的内涵，抓好长征干部学院品

牌打造，重点培养一批长征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才，为长征文化研究和教学提供人才保

证和智力支撑，推进长征学研究的发展。同时，致力于将长征路线申报为中国文化或记

忆遗产，全面启动长征路线申遗工作。
3． 加速文旅融合，全方位开发旅游产业

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要全面提升以长征文化为主题的红色旅游发展质

量，努力构建红色旅游与长征文化共融共生的发展平台。把长征文化同本地历史文化、
自然风光、产业布局融为一体，推进系统开发，提升资源品位，促进 “红”“绿”融合、
“红”“古”融合、内外结合，将独特的长征文化气息渗透于旅游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全

方位开发旅游新业态，带动长征沿线区域社会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坚持 “红”“绿”融合。根据四川长征遗址遗迹的分布情况，精心打造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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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和纪念设施。坚持 “以红带绿、以绿促红”的发展思

路，精心设计 “红”“绿”组合的长征精品旅游线路，有机结合红色产业与绿色产业，

打造 “红”“绿”结合的长征文化旅游品牌和绿色旅游纪念品，建成全国知名的红色旅

游和生态旅游目的地。
二是坚持 “红”“古”融合。坚持共生发展的理念，把四川悠久历史文化、多彩民

族文化有机融合到长征文化保护利用中去，拓宽长征文化内涵与外延，增强长征文化对

群众的吸引力，加强长征文化与本地特色文化的融合开发，构建复合型经济发展体系，

形成“红”“古”融合的特色旅游产品，使游客在瞻仰革命遗址的同时，感受到本地悠

久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
三是坚持内外结合。对内，统筹长征沿线省、市、自治区红色旅游发展规划，链式

打造长征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合作建设长征旅游文化圈; 完善长征沿线区域合作机制，

广泛开展跨区域协调联动，丰富长征旅游文化内涵，共同培育长征红色旅游品牌和旅游

业态，探索长征沿线区域经济社会振兴发展之路; 共同打造信息交流平台，建设无障碍

长征文化旅游区，相互支持，消除行政区划的壁垒。对外，进一步打响长征这一红色独

特品牌。以长征文化、长征精神为主线，开发长征历史情景剧和相关重点影视文创作

品，形成红色经济复合产业，充分释放长征红色旅游产业活力。
4． 加强组织协调，高质量有序推进建设

成立四川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领导小组，统一指导协调各区域间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投资开发、品牌运营，高质量扎实有序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工作。
一是全面落实责任。长征沿线各地区应坚持 “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突出特色、错

位发展”原则，统筹规划建设，理顺管理体制，全面落实责任和细化目标，分解工作任

务; 应坚持以长征文化为纽带，激活市场机制，协调解决条块分割、相互制约的被动局

面，协同推进长征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
二是突出建设重点。对长征国家公园建设重要节点和建设工程，要加强督促指导，

以抓开工为重点，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重点项目尽早开工建设。重点协调指导

地方结合现有红色景区、景点建设实际，全面统筹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建好连接长征

沿线景区间的旅游快速通道，缩短与主要客源地的时空距离，确保长征沿线区域的通行

能力。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在加强保护的过程中，注重挖掘长征文化资源的深厚底蕴，提

炼符合新时代精神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发展新的红色文化形态。要紧密依托区域合作建

设，协调加大宣传力度，充分激活市场机制。在精心打造精品景点的同时，开展长征学

术研讨、文艺创作、文化会展等活动，推进长征文化的传播力度，全方位、多层次宣传

推介长征文化，在全国人民熟知的前提下，进一步实现海外传播。

( 责任编辑: 杨浈浈 张叶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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