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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红色文化 凝聚奋进力量
——江西兴国探索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新路径

黄志勇 饶蓓 李玲

编辑：何纯佳

2023年4月25日 A3

“开头‘手足情，同志心’唱得不能太死板，
要饱含深情，气息往下走，不能太抢节奏。大家
注意，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友间互相爱护的
情谊要始终贯穿……来，预备，走！”走进江西省
兴国县长征组歌大剧院，红色经典《长征组歌》
正紧张排练中，原《长征组歌》第四任指挥李晓
娟正在为学员们讲解第九曲《报喜》。此次重装
复排复演《长征组歌》，是兴国传播红色文化，开
展培训、研学，鼓舞奋斗精神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兴国县深入推进红色基因传承，
发挥红色资源禀赋，探索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新
路径，通过科学保护利用、做强研学研修、延伸
产业发展的方式，深耕红色文化沃土，凝聚起
砥砺前行、担当实干、奋斗追梦的磅礴力量。

科学保护利用 盘活红色资源

开春以来，兴国县龙口镇睦埠村刘启耀故
居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员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
受党员干部欢迎的红色教育基地。得益于兴国
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红色遗址、革命旧居的保护
和利用，刘启耀故居经过多次修缮，综合运用浮
雕、标语、绘画、雕塑以及声光电多媒体场景等
现代科技，系统全面呈现了刘启耀的感人事迹。

兴国红色资源丰富，全县革命遗址、旧址
遍布近20个乡镇、200多个村庄。近年来，兴国
持续加大遗址遗迹保护力度，通过摸清家底、
构建分级分类维修保护等方式，切实守护好红

色文化发展的根脉。此外，组织党史专家对全
县红色资源进行深入挖掘研究，探寻文物遗址
背后的故事，选取具有代表性、独特性、典型性
的人物和故事进行整理，推出“你所不知道的
兴国”系列报道，扩大了兴国红色资源的知晓
度和影响力。

此外，兴国把红色文艺创作作为重点内
容，打造的以军嫂池煜华为原型的大型兴国山
歌剧《老镜子》荣获江西省“五个一工程”奖；以
兴国苏区干部谢名仁、李美群、刘启耀等为原
型的大型兴国山歌剧《苏区干部好作风》，2022
年8月在第八届江西艺术节·第十二届江西玉
茗花戏剧节上展演，获得2021年度江西文化
艺术基金资助；聘请国内顶尖专业团队，重装
复排复演由兴国籍上将萧华作词的《长征组
歌》，让《长征组歌》回归作者故乡，以文艺创作
的形式赋予红色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兴
国儿女感恩奋进的强大力量。

做强研学研修 活化红色记忆

如何活化红色记忆，在红色文化教育中开
辟新路径？兴国以被教育部列为全国中小学研
学旅行试点县为契机，以干部研修和学生研学
为主抓手，做大做强“研学研修”产业，进一步
发挥红色资源凝心铸魂的作用。

兴国坚持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育人实践，
依托将军园、长冈乡调查纪念馆等红色研学基

地，积极开展研学活动。创新模式引进江西省高
速集团，投资12.8亿元打造占地900亩的大型
研学研修实践营地“红兴谷”，单日可同时容纳
5000名学生食宿和2万名游客休闲旅游。以兴
国革命旧址旧居、纪念场馆为依托，邀请全国知
名党史专家为兴国量身定制了一系列突出本地
特色的红培课程，深受广大学员和单位好评。
目前，已有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兵器人才研
究院等20多家单位、企业在兴国挂牌成立现场
教学点，超过5万名学员在兴国开展研修活动。

兴国规划精品文旅线路，将文旅资源串珠
成链，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提升红
色场馆和纪念地服务水平，以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兴国段）、永丰“扶贫井”等一批重点文旅项
目为“点”，以兴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准备重点
展示园、崇贤乡茶旅小镇等一批特色、人文园
区小镇为“线”，以点连线、连线成面，点、线、面
相结合，实现景城一体，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延伸产业发展 激发红色动能

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创意十足的街头涂
鸦、人头攒动的文创市集……华灯初上，漫步
兴国县潋城历史文化街区，本土特色人文风情
交织，“吃、住、行、游、购、娱”业态齐聚。潋城是
兴国打造的红色文化重点项目，植入客家文
化、红色文化，将原有老旧街区打造成会讲故
事的文创街区、城市文化会客厅。如今，在红色

文化的赋能下，潋城焕发新机，成为市民“夜游
打卡”新地标，为兴国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兴国用好“活”的红色资源，坚持
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催生了动漫、文化创意、文
艺创作等一批新型文化业态，用新业态、新产
品、新形式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兴国打造的动画片《长征先锋》，自2021
年10月在优漫卡通卫视上线以来，全国一百
多家卫视和网络平台相继播出，累计播放量达
1.2亿，“兴国之剑”随即成为年度网络热词。依
托《长征先锋》动画IP人物形象，兴国探索覆盖
影视、玩具、服装等多产业的红色文创衍生品
开发，并衍生出手游、图书绘本、主题乐园等一
系列生态产业链，以IP产业链孵化平台助推城
市文创产业建设。目前，该县已成功签约合作
企业22家，授权45个品类，打造了一系列“长
征先锋”周边产品，通过IP优势带动全产业链
发展；推出《长征先锋》的数字藏品，首期共1.6
万份上线即售罄，销售收入100余万元。兴国
还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举办了首届创意设
计大赛，利用当代设计语言诠释“新时代红色
文化”，同时积极推动优秀作品的落地变现，让
设计赋能推动兴国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上，兴国大力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坚持深化改革，激
发红色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红色文化资源成
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
动能。

乡鲜美味地软软
石颢

谷雨后的周末回到老家，我又一次
尝到了久违的地软软，那是从我舌尖上
抹不去的一道乡味美食。

家乡陇东乡亲管地耳、地衣叫地软
软，它是在地面腐烂的树叶草屑中，经
雨水浸泡，自然生长的一种形状酷似人
耳朵的菌藻。一旦吃过，就会记忆永存。
每年从开春到暮秋的雨后，绿莹莹、软
囊囊、香味袅袅的地软软，总会在家乡
沟梁的苜蓿地、野草地、阴凉林地、山坡
塄坎上欢喜生长着，它们有的铺开着，
有的蜷缩着，有的半开半卷着，在微风
抚摸中，尽情散发着香味。

“想吃地软，雨过就捡”。从7岁到
15岁，每场雨后，我会应着村里伙伴“捡
地软软了——”的吆喝声，挎起母亲给
我预备的竹篮，随伙伴涌向沟梁，去捡
自然恩赐的饱腹解馋的地软软。往返十
里阡陌上，我们不是边走边唱旋律明快
的流行歌曲，就是边走边嬉戏玩闹。兴
奋劲儿，都摆在脸膛上了。

来到我们事前选定的地方，我们蹲
下身子，拨开绿的枯的草茎草叶，一片
片肥嘟嘟的地软软出现在眼前。地软软
挤挤挨挨地簇拥着草茎草叶草枝，残留
其上的水珠像珍珠似玛瑙般晶莹透亮，
煞是可爱。轻轻捏住一角捡起，细心地
择去其上草屑泥土，小心丢进篮里。不
过两堂课的时辰，嫩生生的软囊囊的地
软软，就盛满了一篮。

地软软拿回家，祖母就会戴上老花
镜，挑去地软软上我没挑干净的草枝叶
屑，小小土块。母亲将地软软用清水淘
洗干净，笊篱捞出，控去水分，切条或切
片，再配上葱花、大香等作料，待铁锅里
那调羹菜油开过花花，就放入爆炒。地
软软在铁锅里翻炒片刻，厨窑屋崖庄院
便弥漫开诱人的鲜香味。清炒的地软
软，入口柔滑，口感细腻，嚼之清香，就
着粗谷面馒头，能比平时多吃一个。地
软软除了爆炒，也可开水焯后，切丝切
片，加生葱丝等凉拌，比凉拌荠荠菜、苜
蓿芽菜、地肤子叶菜、灰灰菜可香多了。

地软软可鲜吃，亦可晾干收储随时
取用。在以面食为主的陇东，它的吃法
多种多样。以之做主料，与蒜薹、胡萝
卜、白萝卜、豆腐、土豆等同炒为底料，
辅以金针菜、蒜苗、鸡蛋花，是臊子面、
饸饹面的鲜美浇汤，那种鲜香味，让人
欲罢不能。配上肉、葱花、鸡蛋、粉条，剁
碎后浇上清油搅拌一起，烙盒子、包饺
子、蒸包子，咬上一口，香气必香彻心
脾。还可以和其它菜搭配，经过煎炸爆
炒，做出不同种类口味的热菜，吃时滑
溜爽喉，直抵肺腑，吃过口齿留香，念念
不忘。

地软软质朴，不帅气，不艳美，却有
别于温室的花朵，无需施肥浇水，喷药
治病，生于雨后乡野，任风吹雨打，该长
啥样长啥样，生得可爱，活得香甜，注定
让人吃了难忘。

贵州黄平县：
书香“话”发展
春日读书正当时

本报讯（潘江平戴洁）“党的二十大和全国
两会给咱们农民送来了‘大礼包’，号召我们大
家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这是近日，贵州省黄平县一碗水乡
水淹塘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荣在组织党员群众
围坐在一起读书学习讨论的画面。

这是黄平县开展党员干部读书“大学
习”的一个缩影。连日来，黄平县结合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聚焦党员干部读书学习，通过精选读物，
送进每个退休老干部家中；依托农家书屋建立
读书会，组织干群阅读、加强读书教育；通过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方式引导党员干部群
众多读书、读好书。目前全县各级党组织采取

“读原著、读党报、读经典”、领导干部“一月一
书”等形式，鼓励党员干部读党史、读经典著
作、哲学名著、文学经典等读物，增强理论素
养、扩宽知识边界。同时，黄平县利用周五“四
点半课堂”定期组织集中学习，推进理论学习
常态化。全县各级党组织每周五“四点半”组织
一次集中读原著学精神集中学习会，每月组织
一次主题宣讲，每季度组织一次专题学习等，
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努力把读
书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过硬本领，树立新时
代党员干部新形象。

此外，黄平县还坚持以学促做，落实学习
成果。全县各级党组织将阅读作为获取乡村振
兴的锦囊妙计的重要途径，在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当中形成了快速反应、立体作战的战斗力，
助力乡村振兴。

甘肃徽县水阳镇：
农家书屋撑起
留守儿童“知识绿荫”

本报讯（张旭辉 李梅）“悟空捉弄八戒，变
成啄木鸟飞到他头顶，朝他的长鼻子狠狠啄了
一下……”周末早上，甘肃省徽县水阳镇石滩
村农家书屋内不断传出小朋友的琅琅读书声
和说笑声，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梁倩娟重新规划
布局电子商务服务点场所打造的崭新的传统
连环画阅读空间（农家书屋），村里的孩子把这
里当成假期活动室，纷纷前来借书、看书。

孩子们坐在椅子上认真翻阅喜爱的图书，
遇到感兴趣的内容，还不忘和周围的小伙伴一
起分享、交流。梁倩娟介绍说：“近年来，随着外
出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多，留守儿童越来越多。
农家书屋不仅为留守儿童提供了学习和交流
的场所，我们也有志愿者可以专门辅导孩子学
习，陪他们一起阅读儿童读物。表现好的孩子
会获得积分奖励，积分可以用于兑换一些小礼
品，孩子们的学习和阅读积极性都得到了大幅
提高，家长在外也能更加安心工作了。”

合理利用农家书屋丰富留守儿童文化生
活，是水阳镇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阵地的有
力举措。下一步，水阳镇将以建好、用好、管好
农家书屋为出发点，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
活动，把农家书屋变成精神文明建设的“加油
站”，补足群众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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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美如斯 正是读书时

编者按：

为什么“世界读书日”会

定在春风拂面、草长莺飞、桃

红柳绿的时节？想来应该是

“一年之计在于春”吧。在春日

里读书，是享受春天“耕种”的

美好，更是奏响了一年之中奋

进的序曲。阳光与微风正好，

连日来，全国多地以多种方式

开展活动，引导广大群众“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分享

阅读乐趣，畅享书香时光，营

造全民阅读氛围。重庆永川
近日，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智慧教育学院党支部联合重庆市永川区红炉幼儿园党支部开展“承

红色基因，传童心阅读”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党员教师和学生志愿者通过
“一对一伴读”“音乐伴读”“情景式伴读”等多种形式为幼儿们讲述了一个个经典小故事，让红色故事
“声”入人心。随后，党员教师和学生志愿者还教幼儿唱《闪闪的红星》等红色歌曲。 陈仕川 摄

山东淄博
4月19日，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小学启动校园读书节活动，通过开展书签漂流、经典诵

读、好书推介等系列活动，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崔德广 摄

河北秦皇岛
4 月 21 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

港区燕秀里小学开展“校园读书
节”主题活动，通过“图书漂流”“跳
蚤市场”、亲子阅读、读书知识竞赛
等方式，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
培养学生多元阅读的兴趣。

曹建雄 摄

安徽安庆
为营造阅读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争做红色少年的浓厚

氛围，4月19日，安徽省安庆市华中路第三小学（迎江区思政工作
室）学习强国“红色读书角”正式开放。当天，该校4月红色校园读
书月也正式启动，学校将利用红色读书月活动推出一批校园小
作家、小记者，打造书香校园。读书角有党史资料、名人事迹、党
建读物、红色故事等多个方面的经典红色著作，让师生以及党员
可以利用课余时间“随时学”。 徐嘉 摄

江苏连云港
连日来，江苏省连云港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中云派出

所组织开展警营读书分享会，培养民警辅警爱读书、读好
书的良好习惯，营造浓厚的读书学习氛围。同时，派出所还
通过在办证大厅增设图书角、与辖区学校师生共同快乐阅
读等方式引导周边群众加入快乐阅读行列。 郑永波 摄

吉林抚松县松江河镇站前社区：
书香飘社区阅读促文明

本报讯（王宇）为倡导多读书、读好书的文
明风尚，激发社区居民的读书热情，日前，吉林
省白山市抚松县松江河镇站前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分中心以种子图书馆为依托，广泛开展

“书香飘社区，阅读促文明”主题读书活动，将
其作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的重要环节。

活动中，志愿者开展读书分享会，互相分
享读过的好书，交流学习心得和感悟，通过朗
诵精彩片段和探讨心得的方式，让辖区居民充
分感受到读书的乐趣和收获，以此来引导大家

“多读书、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养成读书
的好习惯，在阅读中开阔视野，不断提升思想
境界。此外，社区还定期组织“趣课堂”未成年
人读书活动，让孩子们在图书馆挑选出自己喜
爱的图书进行阅读，每读完一本书与大家分享
心得还可以兑换一种植物的种子，引导孩子们
在汲取知识的同时增强环保意识。

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营造了建设学习
型社区的氛围，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打通了全民
阅读的“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