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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山精神”现场教学为依托，带动麻栗坡县旅游产业发展 

陈阳珍 苏正兰1 

(中共麻栗坡县委党校，云南文山 663600) 

【摘 要】本文从麻栗坡县区位优势、开展“老山精神”理想信念现场教学对增强培训领导干部以及带动麻栗

坡县旅游产业发展方面，作出了论述，并对“老山精神”现场教学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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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麻栗坡区位优势 

麻栗坡县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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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县境东北部与富宁、广南两县接壤，西南部与马关县毗邻，北部与西畴县，东南部和南部与越南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河

江省的河江市及同文、安明、官坝、渭川、黄树皮县等“一市五县”接壤， 国境线长 277千米，国土总面积有 2334平方千米。

县城距州府文山 80 千米，距省会昆明 406 千米，距国家一级边境口岸天保 40 千米，至越南河江市 64 千米，距越南首都河内

380 千米，省道 S210（平远一船头）线穿境而过，是文山乃至云南省通往越南和东南亚地区的重要陆路通道和“桥头堡”之一。

麻栗坡境内旅游资源丰富，有以自然景观为代表的老君山，有 20世纪 80年代在老山地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谱写的“老山精神”

和老山作战纪念馆、麻栗坡烈士陵园、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山神炮。 

2 开展“老山精神”理想信念教育现场教学的成效 

2.1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作用明显增强 

依托老山地区丰富独特的教育资源优势，围绕“老山精神” 弘扬和传承，于 2013年 6月启动了 “老山精神”理想信念教

育现场教学基地建设，从严对党员干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现场教学。基地设计了老山主峰、麻栗坡烈士陵园、老山作战纪念馆、

老山 支前参战陈列馆等骨干教学点，是全省唯一一个集爱国主义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国防教育、红色教育、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创建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五大教育”功能为一体的现场教育基地。坚持弘扬和传承以爱国奉献为核心的“不怕苦、不怕

死、不怕亏”为核心的老山精神，以坚定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为目的，紧紧围绕“五情”教育主线开展现场教学，为提高“老山

精神”基地在全省领导干部教育培训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积极贡献。 

2.2推动全县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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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栗坡县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及老山主峰、麻栗坡烈士陵园、老山作战纪念馆、老山神炮、天保口岸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为依托，认真做好“老山精神”理想信念教育现场教学。自 2013 年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599.1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人 41.49亿元。 

3“老山精神”理想信念教育现场教学存在的困难 

3.1基础设施严重滞后 

一是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目前，麻栗坡县境内没有高速公路， 文山至天保口岸公路虽为二级柏油路，但由于道路狭窄，弯

多坡陡，雨季塌方较多，导致运力不足，如：扣林山、八里河东山、 者阴山、下金厂等很好的教学点得不到正常使用。二是教

学基础设施方面。由于老山精神理想信念教育现场教学基地目前还没有固定的教学培训地点，培训学员到麻栗坡后，住宿、培

训、餐饮等基本上都是在酒店进行，但旅游产业要素还不完备，各方面都有所欠缺，接待能力严重不足。 

 3.2宣传力度有限 

来到麻栗坡县开展“老山精神”理想信念教育现场教学的培 、训班，大部分是学员之间相互宣传而来，局限于云南省内的

培训班，而云南省外地区的培训班目前还没有。 

4 以“老山精神”现场教学为依托，带动麻栗坡县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 

4.1大力宣传造势，在全国推广“老山精神”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教育 

结合麻栗坡县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民风民情等因素，因地制宜，精心策划，加强与各级媒体、知名网站的合作，进行有重点、

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推介，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老山 精神”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进一步带动全县旅游产业发展。 

4.2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现场教学的重要意义 

“老山精神”理想信念教育现场教学基地是干部教育培训重要基地之一，对培训干部、推动全县旅游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

要认真研究现场教学工作，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相互支持，严格按照现场教学的模式开展教学，让学员感受到“老山精神”理想

信念教育是别具特色、意义深远、终身受益的教育培训。  

4.3全力运作项目，完善教学服务功能 

一是突出科学性。坚持立足全县资源及独特的区位优势，在注意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衔接的同时.按照“布局合理、注重品位、

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围绕“吃、住、行、游、购、娱” 六大要素，把红色旅游、观光旅游，生态旅游、文化旅游有机融合

起来，走多元化发展道路：二是突出情景再现、遗址恢复，增强学员的体验性、参与性：进一步深人挖掘景点的人文内涵，强化景点的

教育功能，使学员在驻足人文景观、缅怀革命先列士感悟历史文化中满足精神享受，启迪思想觉悟。三是突出文化内涵。 积极挖掘和

开发既有民族文化内涵，又有观赏实用价值，便于携带、纪念性强的旅游商品。鼓励和指导各种经济成分特别是民营经济从事旅游商品

开发、生产和销售，分别在县城和口岸各建一个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旅游购物场所，带动旅游商品开发、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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