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溪市长期位列“全国百强县”“江西
前十县”榜单，让一些人认为贵溪只是工业
强、经济强，都是沾了铜产业的光。殊不知，
贵溪同时也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诞生地，是
个“红得发紫”的地方，贵溪入选“2023年
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排名第
80位，彰显出以红色文化为底色的贵溪旅
游实力也非同一般。

近日，笔者连续走访贵溪城里乡村，试
图揭开贵溪为什么这样红的奥秘。

▲江西方志敏干部学院组织2024新录用公
务员到贵溪市革命烈士纪念馆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

▲参观贵溪红色基地，探寻红十军最早的
班底红七连和红八连。

▲“红色名村别样红”——探寻贵溪乡村振
兴“红色密码”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贵溪红色名村泗沥赤石村依托千亩油菜
花田等自然资源打造“红黄绿”特色研学旅
游线路，实现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的有机
结合。

红色基因
历史的馈赠

11 月 19 日，车轮刚跨入贵溪地
界的志光镇，就看到一座烈士雕塑屹
立在鹰东大道拐弯处，格外醒目。志
光镇是以龙志光烈士名字命名的乡
镇。1930年，辖域内的夏家岭炮台是
当时国民党军最大最坚固的中心炮
台，扼守着贵溪北苏区通往鹰潭的咽
喉。1930 年 6 月，中共贵溪县委发动
和组织广大农民配合地方武装与正
规红军，6 次攻打夏家岭碉堡。1931
年 11 月，龙志光率部队攻打夏家岭
炮台时牺牲。1933 年 3 月，闽浙赣省
决定，将贵溪县第七区这个龙志光用
鲜血染红的地方改名为志光区，作为
对他的纪念。

车轮在乡村山水间穿行，车窗外
时不时闪现一处处红色遗迹，仿佛在
诉说当年的故事。周坊镇宣传统战委
员张函站在贵溪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前介绍说，1928年 3 月，贵溪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在周坊成立，贵溪有记
载的革命烈士就有 5639 位，周坊镇
约占三分之一。因此，鹰潭市、贵溪
市的四套班子成员和社会各界代
表，经常到贵溪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来举行祭奠活动。周坊镇境内红十
军指挥部旧址群特别多，当地政府
高度重视这些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开
发，通过修缮和保护，让这些历史遗
迹得以重焕光彩。

11 月 20 日，白田乡宣传委员季
大兴带着笔者爬上四门山。四门山红
色堡垒是赣东北苏区在方志敏领导
下建立的红色政权，时间长达 8 年。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四门山堡
垒作为苏区的重要战略位置，贵溪县
委派出黄根来等 19 位战士在此驻
守，顽强抵抗，直至炸毁堡垒与敌人
同归于尽。为纪念革命烈士，1952
年，在四门山红色堡垒旧址修建了烈
士纪念碑。2021年，白田乡党委政府
多方筹资对纪念碑进行了修建，建成
纪念碑和广场，栽种19棵柏树。

11 月 20 日，泗沥镇宣传统战委
员方璐引领笔者到民俗博物馆参观
红十军老虎岗伏击战纪念馆。老虎岗
之战是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的一场
著名战斗，那是1933年7月上旬，红
十军攻敌西方据点，伏击敌援兵，经
过1小时的战斗，歼敌300多人，缴获
步枪 900 多支、机枪 14 挺、迫击炮 2
门、战马 47 匹、弹药 300 多箱。方璐
介绍说，贵溪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
忆，留下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走进贵溪，随处可见红色遗迹，那些
古老的战场、烈士的故居、革命纪念
馆，都成为后人缅怀先烈、汲取力量
的重要场所。

贵溪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采访时介绍，贵溪市制定了《关
于推进贵溪市红色基因传承教育项
目建设方案》，按照“一体两翼、四色
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革命烈
士纪念馆重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实
训基地及现场教学点提升改造、主干
道公路沿线红色景观标识及红色地
标性建筑建设、红色旅游公路提升改
造等17个红色基因传承教育重点项
目建设，充分融合红色基因、古色人
文、绿色生态、金色产业发展。建立红
色遗址数据库，组建了2支红色文化
资源临时考察小组，梳理出“周坊暴
动黄道指挥部旧址”“夏润珍烈士

墓”“岭西中门山炮台”等 97 处红色
遗址，收录在《贵溪市红色名录》中。
同时开展系统征集整理，加强革命历
史类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军史
馆、烈士陵园等场所可移动革命文物
的收藏、定级、保管和数字化展示。

他们依托境内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加强红色名村、红色村史馆建
设，扩大红色文化教育覆盖面影响
面。组织编制了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与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做好革命文
物和革命文献档案史料、口述资料
的调查征集和保护工作，实施革命文
物陈列展览精品工程、革命文物宣传
传播工程。

文化传承
激活红色记忆

采访时，张函、季大兴两人都介
绍道，就在11月12日，在乐平举办的
红十军创建 90 周年研讨会上，中国
人民解放军北方战区某部教导员孙
海钧、指导员朱晓琛一行，得知自己部
队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贵溪的红七连
和红八连。于是，11月13日，他们先后
参观白田乡四门山堡垒战斗遗址、白
田乡革命烈士陵园、白田村史馆，周坊
镇贵溪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周坊苏区
红色文化研学基地、红七连广场、周坊
暴动指挥部旧址现场教学点等地，听
取关于红七连和红八连历史的介绍，
了解先辈们英勇斗争的事迹。

原来，1929 年 8 月，在周坊成立
了贵溪县苏维埃政权，同时成立了中
国工农红军第七连。随着革命形势迅
速发展，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夺得越
来越多的枪支弹药。当年11月，在标
溪汪家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连，有
步枪80多支，战士120名。1930年1
月，红七连、红八连按照中共赣东北
特委的指示，统一编入赣东北红军第
一独立团，成为红十军最早的班底。

为了让这些红色文化深入人心，
贵溪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红色文化
传承活动。贵溪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贵溪市充分利用丰富的红
色文化教育资源，组织开展群众性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在重要时间节点，
通过宣讲报告、展览展示等形式,唱
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人民军队
好的主旋律。在纪念日，精心组织瞻
仰纪念碑、祭扫烈士墓、走访慰问烈
士遗属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

他们把红色基因传承融入学校
思想政治教育、各类教育教学和社会
实践全过程,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体系，用好《红色文化》等地方教材,
开设红色文化课程，推动红色基因传
承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充分利用
主题班队会等形式,广泛开展“诵读
红色家书”等活动,引导广大学生在
红色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中强化情感
认同。他们先后编排《周坊暴动》等话
剧、舞台剧，广泛开展读红色书籍、听
红色故事等群众性活动，推动红色基
因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
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近几年来，
每年送红色电影进农村（社区）都有
2000 余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所）组织各类红色文化教育实践活
动200余场。

贵溪市文旅局副局长陈雅兰介
绍说，贵溪市抓文旅工作突出红色，
促进红色基因传承，充分利用贵溪是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升
级打造了贵溪革命烈士纪念馆、周坊
镇神前村等一批以革命传统教育为
主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周坊镇周坊
村入选中组部“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
点”，志光镇志光村等入选省级红色
名村，贵溪市入选全国第一批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产业融合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贵溪市巧妙地将红色文化与乡
村产业发展相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该市以红色旅
游为引领，带动当地餐饮、住宿、农产
品销售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在一
些红色景点周边，村民们纷纷办起农
家乐和民宿，为游客提供特色美食和
舒适的住宿环境。

丁井英夫妇在白田乡政府所在
地集镇上开了一家“井嫂饭店”，她一
边招呼客人，一边介绍说，红色文化
带动了红色旅游，红色旅游又带动了
集镇环境卫生的改善，以前店门口都
是泥巴路，现在集镇街头跟城里差不
多干净整洁。游客也越来越多，不仅
有省内游客，还有浙江的，她的饭店
比去年同期差不多增加四分之一的
客人，今年至今增收三四万元。

季大兴介绍说，白田乡利用红色
文化品牌，开发出了一系列如“红色
大米”“革命茶油”等特色农产品，深
受市场欢迎。这些产业不仅增加了村
民收入，也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
力。白田村通过打造白田村史馆、汇
编《我们不能忘记白田》红色书籍、打
造一条精品红色旅游路线等凝聚红
色力量、发展红色产业，成为第二批
省级红色名村。

革命烈士邵忠、邵棠兄弟是周坊
人，是领导贵余万暴动的革命者代
表，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成功
创建准备了条件。如今，他们的曾孙
邵志明作为“红四代”，每天都在为红
色基因传承而忙碌。邵志明介绍说，
他跟朋友合作，分别成为红色合作社
和红色旅游开发公司的股东，还经常
给学生、党员当红色讲解员。

邵志明的女儿邵懿馨前不久入
职，是周坊镇忠棠社区干部，她亲眼
目睹红色旅游给当地带来的变化，因
此常以自己是“红五代”而深感自豪。
她介绍说，最近几年，红色研学活动越
来越多，游客也越来越多，当地农民建
起的酒店宾馆都增收了，而她兼职当红
色讲解员，一次讲解可以获得100—
200元报酬，一个月差不多要去兼职讲
解三四次，也属于增收的一员。

邵懿馨介绍，前段时间，江西方
志敏干部学院跟贵溪市委党校签署
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推动革
命传统类现场教学点连点成线，目前
这项工作正在推进，届时，对周坊镇
红色旧址、红色故事的讲解次数就会
增多，她兼职讲解的机会也会增多，
收入也自然会增加。

像邵懿馨这样的讲解员越来越
多，周佳就是其中一个。她是贵溪市
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大学毕业
后就一直在这里，自认为对家乡的革
命史更为了解，因此就在周坊镇里成
家了。她认为，如今的贵溪，红色文化
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为贵溪
的乡村振兴之路照亮前行的方向。

文／刘祚保
（图片由贵溪市委宣传部提供）

风采 A04 责编／钟敏 美工／冯晓鹏 校对／曹雄 2024年11月30日 星期六

新闻热线：0791-86849110 广告热线：0791-86849888

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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