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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严家桥村红色资源

保护开发利用研究

王丽霞

中共无锡市锡山区委党校〈行政学校〉

【摘 要】：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和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素有“红色严家桥，锡东小延安”之称

的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严家桥村，是一座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不仅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和民俗资源，

而且拥有深厚的红色资源。本文立足严家桥红色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研究，思考如何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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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红色资源作为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的记录，承载着红色基因、

红色传统、红色使命。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蕴含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不可复制的宝

贵财富。

一、严家桥红色资源概况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严家桥村是一座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村、锡剧的发源地、中国民

族工商业大族唐氏家族的发祥地。严家桥素有“红色严家桥，锡东小延安”之称，其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

（一）红色历史

严家桥地处锡、澄、虞三县交界处，是党在锡东地区最早建立党组织并开展革命活动的地区之一。1925 年，中共党员安友

石、杭果人等到严家桥怀东小学，与周海鳌等组建无锡县乡镇地区首个共产党支部。1927 年，中共无锡县委建立中共怀下区委，

驻地设在严家桥，并在此策划秋收暴动。回望历史，从大革命时期的中共怀下区委驻地，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严安区和严宛区政

府所在地，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锡澄虞工委地下交通站，谭震林、何克希、叶飞、包厚昌等众多党的干部都在严家桥留下

了革命足迹。

（二）红色故事

严家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新生，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斗争史卷，留下了震撼人心的

革命事迹。抗日战争时期，有爱国医生徐省三、被日寇活埋的革命烈士须士英、新四军两姐妹（程桂芬、程兰芬）、“江抗”

独臂团长吴克、宁死不泄密的王同生父子等革命英雄和红色故事。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安全转移秘党的须士雄、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团员周贵山、隐秘而伟大的王耀南、为亲友饮弹牺牲的严柏生夫妇、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吴道元、重视党建工作的宋天雄

等红色事迹和革命故事。

（三）红色阵地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QjRzXebmB4Ap0ZWBbEAcEaQWBmoLQyCeefaAGNIge3y5UIwE4y7GC8faEBf6PVT76Nn3Hmz2iAbwzQa5Id1mlW-NoSO3EEH-zQPSUUR3KRA=&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QjRzXebmB4B3TX0j6aBQxcbqBrLC_zfJ8qRDf9so1zcpcMINK20aqT1wNoMazIMEz35Zmu8AWFzAW9O3Q9ntdz_BC4QWP6aEV7-XSVe0ZTpQ2ZoPH5_OIa3SaXJH79NAqqQrLkyWArxsJY5ntxy3Y6mQgsJhK82I&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jRzXebmB4CYvqLyf-V2IzUjkiJUe0zFYn8f8__nAVBZBYOFvhOT1Qt8bwz5VdzLVIOLiiIF1yGOL_fqtmcOowZyJmu5GRgx8EwB3mLkpcP8Oo_X2eXFg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jRzXebmB4CYvqLyf-V2IzUjkiJUe0zFD1hXHtb4t_WSbF_67bVASbI2O5_hRb4D8o2y5g53flad8JLcv-HMK7IWZSXUtAw7-gS_CJ4xMbVR5JRIhG-Q5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jRzXebmB4CYvqLyf-V2IzUjkiJUe0zFrKOWkVt9kmBwD2TiyEmSCYAG06dkAt6Q4l_6iMFcDIhFId4E7GaRUkIYymSeXAS1nyQddX63pZElALnt1wPYLtsZwL142Y3fe2EhxqXYew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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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桥现有周海鳌烈士墓等红色阵地，其中严家桥革命历史陈列馆最成系统和最为典型。陈列馆利用严家桥早期党支部故

址，也就是严家桥小学附近旧居建立。室内展馆共计 278 平方米，依次由序厅、星火燎原、抗日救亡、迎接黎明、红色影厅五

个篇章组成，主要展现严家桥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征程。展线长 122 米，展出文献资料、历史照

片、实物近 500 件，生动有力地再现了严家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情景。

（四）红色作品

严家桥注重对红色资源的挖掘和保护，发动本土乡贤和知识分子，收集、整理并编著了《小镇春秋》《浮尘露珠》《锡山

明珠·江南古镇》等著作。这些作品都有对严家桥革命历史的记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艺作品为革命历史锡剧《白丹

山》，反映的是 1927 年“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无锡党组织奠基人之一严朴同志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

建立农民武装的故事。《白丹山》的完整剧本收录于严家桥革命历史陈列馆《江南烽尘无锡锡东革命斗争纪实》一书中。

二、严家桥红色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现状

近年来，严家桥深入挖掘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但受研究力量、基础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人才缺乏等诸多因素影响，严家桥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方面也面临一些不足。

（一）团队接待初具规模，但有效转化还有空间

严家桥对红色资源的整理、保护和开发已做了大量工作，具备了一定基础。每年吸引团队超 300 个，接待人次超 10 万人，

其中红色参观和旅游占一定比例。但在红色资源的中长期开发和利用方面目前没有总体规划，与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系统性、协

同性略显不足。红色资源成为“资源”，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实现“转化”，“有效转化”是实现红色资源社会价值的主

要途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对“您对目前严家桥对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如文旅融合等方面）满意吗？”的回答中，多数

村民表示认可，有 74%的村民选择了“满意”“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但仍有 26%的认为“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可见红色资源有效转化还有空间。

（二）红色资源知晓率广，但认知程度有待提高

严家桥作为锡东地区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曾经的中共怀下区委驻地，严安区、严宛区驻地和锡澄虞工委地下交通

站，不仅有如须士英、程桂芬、程兰芬等革命先烈，柳非杞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乐育英才的爱国乡贤唐君远；而且有如谭震

林、谭启龙、李坚真、钱敏、何克希、叶飞、包厚昌等党的干部都与严家桥有着革命渊源。经调研走访了解到，当地民众对严

家桥以及唐氏家族的历史影响大多了解，但对严家桥的红色革命历史却知之不多。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对“您对严家桥的红色

（革命）资源了解吗？”的回答中，85%的村民选择了“了解”或“知道”，只有 15%的选择“不太了解”，说明大多数村民对

严家桥红色资源有一定的了解。但其中有 48%的村民选择了“知道但不了解”，说明本地村民对严家桥红色资源的认知程度有待

提高。

（三）整理保护已有资源，但开发利用有待推进

近年来，严家桥既注重整体风貌的打造，也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开发，集各方智慧和力量纵深挖掘相关红色资源，建成严

家桥革命历史陈列馆，并于 2021 年 12 月 27日对外开放，成为无锡最早建立的地方革命史纪念馆之一。但在用“活”红色资源，

推进产业融合，更好发挥红色文化的经济开发功能上还有一些欠缺。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对“您认为对严家桥红色资源的保护、

开发、利用在哪些方面比较欠缺？（多选）”的回答中，认为“利用方式比较单一”的占比最高，为 56%；认为“缺少宣传”的

次之，为 52%；认为“缺少资金”又次之，为 50%。这三个选项的占比都高于 50%。另外，认为“保护还不够”的为 39%，“研

究不够”的为 23%。在访谈中，村干部也表示，在宣传推广、资金保障、方式方法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严家桥革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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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馆在文字表述的精准性方面尚待提高，展馆的实物展示还不够丰富，有待进一步充实完善。

（四）红色教育资源丰富，但表现形式亟待创新

近年来，严家桥依托革命历史陈列馆等红色阵地，普及严家桥地方党史革命史，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严家桥同各地红色旅游场所情况类似，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表现形式单一枯燥、存在同质

化等问题。在讲好红色故事、增强文化内涵、创新发展形式、促进业态融合等方面存在困惑。目前，还主要停留在红色建筑、

展馆的观光和导游的讲解层面，不能满足当下旅游消费者的需求。

三、进一步保护开发利用严家桥红色资源的对策建议

严家桥作为传统古村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对其保护、开发和利用应当遵循“保护优先”的原则，

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通过保护和利用并重，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赋能乡村振兴，释放时代魅力。

（一）着眼文旅融合，合理编制规划

一是立足现有基础，做好发展规划。在严家桥现有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基础上，立足长远，着眼文旅深度融合，做好红

色资源开发利用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坚持保用同步、保用并举，将文旅融合开发，统筹协调，全面推进。二是结合地方特色，

开发红色文创。红色文创不仅是物质性的商品，还是集地域特色、文化内涵、观赏性、实用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产品，一方面

可以传承并发扬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对于严家桥来说，可以通过打造“严家桥”名片，在尊重史实的前提

下，创意设计文旅产品，增强红色旅游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延长严家桥红色文旅产业链。未来规划中，可以以红色文化滋养乡

村振兴，开辟健康“红（红色文化）+绿（绿色生态）”新型特色乡村振兴之路，打造“红绿融合”综合发展样板，激发村庄建

设内生活力，实现红色文化与乡村文化振兴有机融合。三是注重人才培养，发挥智力作用。注重对红色文化研究人才的引进和

培养，按照政治思想好、知识储备好、讲解服务好、示范带头好、社会影响好等要求，打造研究型人才和讲解员队伍，为红色

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二）深挖资源价值，凝练文化内涵

一是开展横向联合，深挖文化资源。重点依托党史、社科、文旅等职能部门以及地方高校，联合开展红色文化类科研课题

的研究，深挖红色资源价值，努力将严家桥红色资源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实现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二是传承红色基因，提

升文化品位。严家桥要紧扣文化是红色资源的灵魂，进一步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内在基因，提升红色文化的内涵和品位，以民

歌、锡剧等为载体，实现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有效结合。三是创新表达形式，增添文化魅力。严家桥有不少感人肺腑的动人

故事，可以把这些红色故事作为生动教材，通过图文展板、讲解员讲解、宣讲员宣讲等传统手段，并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优势，

创新表达形式，在更大范围、以更快的速度讲好红色故事，传播好红色文化。注重加强现场体验感和时代感，以年轻人喜闻乐

见的形式，让严家桥在文旅融合发展中，以“优秀传统文化”吸引人，以“绿色生态”留住人，以“红色故事”鼓舞人。

（三）加强资源整合，擦亮特色品牌

一是加强资源整合，发挥整体优势。严家桥可以利用区域整体优势，利用文商旅集团等平台，构建区域互连、城乡互动的

大格局，打通区内外、市内外乃至省内外的各红色景点的交通盲点，变孤景为群景，将各地优质红色资源“串点成线”，形成

教育矩阵，自然融入全域旅游。二是坚持优势互补，推进文旅融合。将发展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文物

与非文物、革命传统教育与旅游产业提升相结合，形成旅游区、旅游线路、旅游景点有机结合的红色旅游发展格局。尊重文化

特色、旅游发展规律以及客观差异，找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切入口，因地制宜地推进文旅融合。三是强化品牌意识，打造

特色品牌。严家桥可以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提升党性教育基地的服务水平，通过对红色资源背后故事挖掘出来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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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谋划打造精品展陈，力图做到“有物可看、有事可说、有史可依、有理可循”，

增强史实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擦亮严家桥红色品牌。

（四）加大宣传推广，发挥教育功能

一是多方式推陈出新，扩大对外宣传。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网站、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有序推进宣传，加大宣传的广度

和深度。组建多媒体交互式传播、网络互动传播和移动传播的新媒体传播链，突破革命文物和革命故事单向直线传播的传统结

构，发挥多级传播效力，扩大信息传播范围。二是多渠道筹措资金，做好经费保障。在加大村级资金投入的同时，拓宽资金来

源，加强各级各类红色资源的申报和认定，通过向企业家、海外侨胞、有实力的乡贤募捐等，发动社会各界力量筹措保护经费，

设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基金。三是多形式开辟课堂，推进教育深度。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充分运用严家桥革命

历史陈列馆等公共文化场馆，融入军事科教、农耕休闲、户外拓展、主题研学、民俗风情等新型业态，就近开展体验式教学、

沉浸式教学、主题党日等活动，因地制宜开辟“第二课堂”，让旧址遗迹成为“党史教室”，让文物史料成为“党史教材”，

让英烈模范成为“党史教师”，进一步把严家桥红色故事讲述好、红色文化传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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