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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文化遗址遗迹的现实价值和整体保护 

覃爱华 陈莹莹 

文化遗址遗迹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财富.是民族文化的物质体现，映射出岁月叠加形成的历史印记。长征遗迹映射了中国近现

代史 上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苦难辉煌,更是记录民族历史文化的直接承载。长征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不但促进

了长征文化的深入研究挖掘，更拭亮了革命老区文化名片，夯实了红色旅游产业链的建设根基，从而助推区域经济发展。传承

保护好长征文化遗址遗迹，必然能为推动我国文物保护进程,促进中国革命老区同步小康的实现提供不竭精神支撑和丰厚现实价

值。 

―、弘扬长征文化的现实价值 

随着人们对旅游的持续热衷，红色旅游地也成为人们选择的目的地、成为支撑中国旅游半壁江山的重要板块，长征遗址遗

迹更是红色旅游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长征文化的不断挖掘和深入研究，各地积极打造了一系列红色旅游景区和文化

创意园，有力推动了革命老区的各项建设发展，真正绘就了百姓富生态美的优美画卷。如何保护好长征遗址遗迹，有效开发出

蕴含于文物之中的文化价值，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 

(一)蕴藏于长征遗址遗迹中的文化价值 

2009 年至 2012 年全国党史部门开展了 “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共普查登记革命遗址遗迹近 5 万多处，

长征遗址遗迹约占五分之一左右，这些遗址遗迹多以重要事件 发生地、重要会议召开地、重大战役战斗遗址、党和红军领导人

旧(行)居、红 军烈士墓(陵园)等形式构成，红军长征所到之处不乏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之地，以红带绿相得益彰地推动旅游发

展更是成为今天各地促进旅游增收的有效举措。长征线路上的 15 个省 (市、自治区)根据地方发展需要结合具体史实发掘和修

缮了一批长征遗址遗迹，以史实陈列、实物展示纪念长征的同时，更塑造了文化品牌。“文化遗址，实质上就是对人类具有特

殊价值的文化环境的存在，它必然与一定的 环境要素相结合”。如果说遗址遗迹的存在为文化提供了一处栖身之地，那文化的

注入更是为物质文物赋予了灵魂，甚至是盘活区域经济发展的点睛之笔。首先，长征文化的植入可以更好地解读和阐释长征遗

址遗迹的原本要义,可以将这些遗址遗迹的产生历史、保护历程、传承路径、历史地位与意义等基本信息予以展现。其次,文化

植入可以进一步丰富遗址遗迹的科学内涵，可以对遗址遗迹的内容构成、思想精神、时代价值等进行进一步的充实、完善和丰

富。再次,文化植入可以使遗址遗迹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教育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可以对遗址遗迹的进一步保护、

发掘、利用做出合理设计，对其如何传承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对如何充分发挥现实意义、激励和鼓舞人们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 统、

塑造奉献社会、奋发有为的理想信念提供精神激励，提供价值观培育平台。最后，长征文化活动的注入更丰富了地方人文底蕴

和地域传奇色彩，为地方发展红色旅游提供了品牌支撑。 

(二)传承长征文化的重要意义 

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骨骼”，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性格禀赋、民族特性,架构起中华儿女的

心灵空间。长征精神源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根植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长

征文化内聚了丰富的科学内涵，又蕴含了独特的精神特征，更传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汲取了民族精神之精髓又

超越了普遍的精神，是党 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由长征精神衍生的长征文化，对继承和

弘扬长征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深挖长征文化的内涵，提升长征文化品质，才能有效促进红色旅游产业链

的开发，坚定中国人民决战脱贫攻坚的信心,凝聚实现中国梦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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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挖掘长征文化是促进红色旅游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5年 2月在陕西视察工作时指出：“要注重发挥好红色文化资源和红色旅游基地的作用，让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党的历史、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坚定跟党走。”深入研究和发掘长征文化，对于促进红色旅游发

展有以下作用：一是以长征文化为重点的红色旅游资源知名度高，具有特殊的市场号召力；二是长征文化传奇性、趣味性、参

与性强，便于带动受市场欢迎的旅游产业链打造；三是与良好的自然生态、多彩的民族文化相伴生，便于整合集中开发，打造

复合型旅游园区；四是分布广、带动性强，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发展格局；五是与不同类别的重点旅游资源分布相一致，便于整

合资源和集中开发。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原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在 2014年前还是一所与外界隔离的村落，枫香镇本来拥有良好的温泉资

源也因为缺乏有效宣传途径而待字深山无人识，峻峭风景却成为阻隔地域发展的瓶颈，苟坝人渴求与时代共同进步的心愿只能

戛然而止。多年来，在贵州省党史部门自上而下的不懈努力和深度挖掘下，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苟坝会议研究成果。遵义市借助

红色文化优势，依托苟坝良好的生态环境，将农业产业、旅游产业有效融合，重点打造了以长征文化为主要品牌的苟坝红色 文

化旅游创新区，在以修葺苟坝会议会址为主旳项目建设中，积极投入资金兴建了苟坝会议陈列馆和党和红军领导人旧居，利用

多年研究形成的重要党史成果，为各个景点植入了文化元素,赋予整个村落红色传奇魅力，使游客在游览田园风光的同时，阅读

到一页页鲜活的长征历史，增强了苟坝 长征遗址遗迹的文化内涵与传奇色彩。通过三年多的引领带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苟坝游客在 150 万人次左右，村民人均收入从 2013 年的 3000 元增长到了 12 万元左右，整个区域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69 亿

元。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苟坝会议会址附近的花茂村视察调研时，也发出“原来大家都在这里找到了乡愁”的赞叹。 

目前,我省的遵义市、黎平县、瓮安县、习水县等地都依托在长征时期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

和四渡赤水战役等史实研究成果,重点打造了红色文化创意园区和红色文化景区，加大了贵州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力度，更让发展

红利直接惠及地方百姓，真正实现了百姓富生态美的美好愿景。 

二、长征文化遗址遗迹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贵州为例 

(一）贵州省长征遗址遗迹保护现状 

贵州是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地，红军先后在贵州创建黔东、黔北、黔西北和滇桂黔边区等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中央红军和红

二、红六军团转战贵州期间，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进行了强渡乌江、四渡赤水、甘溪突围、乌蒙山回旋

战等 著名战役，贵州近两万多名各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充实了中国革命队伍力量。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为贵州留下了宝贵的

红色文化资源。 

通过多年的保护建设，贵州省长征遗址遗迹主要形成了 ：.以遵义市红 花岗区为中心的，覆盖黎平、瓮安、遵义、桐梓、

习水、仁怀、赤水等县市的，点线结合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群；以沿河为中心，覆盖德江、印江、松桃、石阡等县的黔东革命

根据地遗址群； （红三军，红二、红六军团活动区域）； 以毕节为中心的覆盖大方、黔西、赫章、威宁、盘县、六枝等县的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革命遗址群。这些长征遗址遗迹丰富了我省红色文化和红色旅游的资源库藏。 

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时，驻足在“红军在贵州留下重要遗址遗迹名录墙”前：关切地问：“都保护好

了没有啊？”总书记的关心，传递给我们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目前，我省已形成以黎平会议纪念馆为起点，连接猴场会议

旧址，红军强渡乌江、南渡乌江景区，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战斗遗址，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群及相关景区的中央红军长征精

品线路，成为我省红色旅游的一串明珠。2005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已配套投资 3亿多元打造此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二）贵州长征文化遗址遗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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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转战贵州的辉煌历史为贵州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长征文化资源，且较全国其他长征沿线兄弟省市而言，呈现出三大显著

特点：一是覆盖广、类型全。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留下的革命遗址可分为五大类型：重要机构驻地及重要会议会址、重要事件和

重要活动发生地、重要党史人物故居、革命烈士陵园烈士墓、革命纪念场馆设施。它们舳舻相接于全省各地，红军当年播撒革

命火种的地域仍以非物质文化形态留存了红军标语、少数民族歌唱红军的歌谣。二是品位高、影响大。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

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萧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贵州缔造了红色传奇,遵义会议、四渡赤

水、乌蒙山回旋战享誉海内外。三是经验多、内涵深。贵州是长征精神的主要发源地，红军转战贵州期间，在党的建设、民族

宗教政策实践、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等方面首创了许多宝贵经验，都辉映着“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

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伟大长征精神。特别是遵义会议体现出“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

路、民主团结”的精神，更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是我们今天逐梦前行的强大动力。 

（三）贵州省长征遗址遗迹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投入不足。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贵州省投入长征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资金亟待增补。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全省长

征遗址遗迹中近 80%没有专项的维修维护经费。二是政策性投入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中央红军长征遗址群的保护、建设和利用

情况较好，而红三军创建的黔东革命根据地遗址群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遗址群的保护、建设和利用情况较差。三是研究、陈

展水平亟待提升。一些已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长征遗址遗迹展览内容单一,陈列手段落后，讲解水平不高，对参观者缺乏

应有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振聋发聩的作用。四是规划建设缺乏统筹管理。一些地方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建设急功近利，缺乏

整体规划，大多处于零敲碎打、各自为政和低层次的开发建设状态。 

三、加强长征遗址遗迹保护利用的对策与思考 

(一)强固顶层设计，统筹整体规划 

长征遗址的保护应全国统一一盘棋，尽量杜绝各自为政、肆意开发的混乱局面。对文物古迹或文化遗产多部门交叉管理的

体制,导致管理权属划分不清、权限重叠交叉，加上长征路线涉及 15 个省（市、自洽区），行政分级和管理部门繁杂，在景区

规划、资源抢占等利益问题中难以一碗水端平。因此，加强对长征路线整体规划和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现，在长征路线中对全

国长征遗址遗迹、红色旅游景点的规划建设应统一。明确相关部委承担整体规划、顶层设计的责任，根据长征史实结合现今行

政区划和地域生态环境、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其他旅游资源,将长征沿线 15 省份的长征遗址遗迹进行精心雕琢，形成一条既

能凸显长征精神实质，又各具历史特点和地域风情的精品路线，整体推进长征沿线的红色旅游发展，让革命老区人民共享发展

成果。 

(二）加快立法进程，确保有法可依 

“长征遗址遗迹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主要采取以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为主体，以环境、旅

游等相关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方式。”近年来对长征遗址遗迹保护方面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但立法体系不完善、用政策代替

立法、管理体制不顺与管理职责不明、法律责任不清等问题成为有效实施长征遗址遗迹保护的阻碍和困扰。尽管 2011年颁布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但长征遗址遗迹缺乏综合性、全国性、权威 性的专门立法。下一步希望更多关心和支持长征遗址

遗迹保护的各界人士，加快长征遗址遗迹保护的立法呼吁，促使我国尽早构建长征遗址遗迹保护和开发的法律制度，例如制定

《长征遗址遗迹保护条例》（建议名称）等。 统一设计长征文化专有标识，让全国长征遗址遗迹拥有既受法律保护又能共同展

示文化内涵的统一标志，为弘扬长征文化注入法规元素，从而进一步提升长征文化品牌影响力。 

（三）加快整体捆绑申遗进程，提升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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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确认的具有科学、审美、文化价值的自然景观与人类历史的物质 遗存，能够为一种

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特殊的见证，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与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现行思想或信仰有直接

的实质联系。长征路线承载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段灿烂辉煌的时期，见证了这段光辉的历史. 完全符合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的条件： 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先生于 2016 年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长征路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长征精

神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议案》，他认为“应申报长征路线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征精神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对于弘

扬长征精神、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提案的提交开启了我国长征路线申遗的进程，

申遗一旦成功将最大限度地提升长征文化品牌层次和影响力，加快长征沿线地域的红色旅游发展，从而以链条效应带动各地经

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推进。长征路线的申遗工作应该是整体推进而不宜“千里走单骑”，据不完全了解，在唐双宁先生提交这

一申遗提案后，各省都有部分地域和遗址遗迹纪念场馆提出了文化遗产申报意愿，我省部分纪念场馆就多次表示希望“敢为天

下先”。地方对长征文化的珍视和对长征遗址遗迹保护的重视的确值得肯定与鼓励，但单独申遗的形式无疑是不利于长征路线

整体打造与长征文化隽永传承的，整体申遗进程势在必行，在促进这项工作的同时,我们更应深刻理解珍珠和串的关系，更应认

识到孤立个体的影响力始终难与名垂青史的伟大长征相媲美的关键所在。 

长征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不但促进了长征文化的深入研究挖掘，更拭亮了革命老区文化名片，夯实了红色旅游产业链的建

设根基，从而助推区域经济发展。传承保护好长征文化遗址遗迹,必然为推动我国文物保护进程，促进红色旅游产业健康成长，

助推中国革命老区同步小康的实现，提供不竭精神支撑和丰厚现实价值。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