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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渝川黔30市州区县政协
负责人相聚綦江，围绕“共商共建 协同
发展 助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主题
开展跨区域专题协商。加强区域联动、协
同发展，促进史料挖掘共研、项目发展共
建、发展场景共享……协商现场，大家深
入细致地交流探讨，碰撞出有特色、有质
量、有高度的“思想火花”，凝聚起助推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共识。

跨区域史实挖掘共研
整合长征红色文化资源

四川省凉山州政协认为，要建立健全三
地长征沿线城市的跨区域联动协作机制，做
到互相搭台、互相站台、互相补台，开展广泛
的多层次协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协调全
国知名专家学者，对红军长征途中若干重大
历史事件、相关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进行严
谨细致的科学考证，深挖历史细节、还原本
来面貌，求实存真、秉笔直书。

对于如何联合挖掘中央红军转战重庆
的历史价值，贵州省习水县政协建议，要成
立渝川黔三地联合课题组，配齐配强专业
人才、党史军史爱好者，让专业的人干专业
的事。要依靠当时留下的文电文告、当年
的亲历者回忆、后人的研究文章，依靠散布
在安稳、石壕两镇丰富的红色资源，统筹进
行谋划思考。

四川省泸州市政协建议，要充分利用
渝川黔文史研究合作平台，有意识地加大
有关长征等红色文化历史资料的征集。要
积极开展文史资料协作，以课题合作为牵
引，开展跨区域研究，编撰历史丛书。要固
化本次联席协作会议有关书画联展、论文
交流、干部学院合作、媒体合作等制度，以
灵活适用方式进一步讲述好渝川黔长征故
事、传播好渝川黔红色文化。

跨区域项目发展共建
促进优势互补健康发展

贵州省遵义市政协十分关注长征沿线
综合立体交通快进网络建设，建议要进一
步理清互联互通大通道网络，重点加强綦
江、遵义、赤水、泸州、宜宾等地之间直连高
速规划建设，改进通道之间的衔接转换，提
高通行效率，缩小时空距离。针对部分长
征文化公园重要红色旅游节点位于相对偏
远地区，需尽快改善现有交通状况，打通最
后一公里。

四川省雅安市政协建议，联合推进以长
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体、统筹布局主题展
示区建设，并创建一批长征主题旅游景区、
军事旅游示范基地和体育公园，联合打造全
程贯通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以特色研学和
红色旅游推动长征沿线各地协同发展。

“渝川黔三省市建设段要做好整体谋
篇布局，在指导好各地找准定位、突出自
身特色的同时，还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
优化旅游空间布局，突出全域旅游发展理
念。”四川省古蔺县政协表示。

重庆市酉阳县政协表示，要通过项目
建设把资源变资产，通过财政投资拉动社
会资本投入产业基金、工程建设、项目运
营等多元化投资。建议有一定收入来源的
公益建设项目可以发专项债。同时在策划
公园、场馆建设以及文旅融合、长征沿线
农产品开发等项目时要注重市场化，创造
条件让社会资本广泛参与。

跨区域发展场景共享
实现发展成果无缝衔接

重庆市綦江区政协围绕加强长征文
化资源的整体传承及互相运用提出建议，
要加强跨区域认定推进互研互用，坚持总

分结合原则，沿线城市协作单位联合开展
权威论证，成果报经所在地省级及以上党
史、文物主管部门后，即可公开使用。要
助力一体化设计实现互帮互助，坚持整体
传承原则，各地党校、红军长征干部学院
等教辅教材以及公园集中展陈中应主动
对接，在各类宣传报道、解说推介、文化文
史展览等载体上互相推广利用新的研究
成果。要扩大协作成果形成互利共赢局
面，统筹助推打造差异化红色旅游体验项
目，就近形成精品红色体验路线，一体宣
传、一体推广、一体运营。

重庆市黔江区政协提出，要将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规划纳入各地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科学规划布局长征文化线路，协
同建设长征文化线路保护利用示范段。要
实施文物展陈提升工程，创建文物展示示
范基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文物陈列
展览的互动性和体验性。要统一设计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路径引导标识、指向标识、解
说标识、导览定位标识等标志标识，增强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辨识度。

贵州省桐梓县政协认为，要统筹渝川
黔长征纪念馆解说词，将各地“片段化”的
历史串联起来，强化各地长征纪念馆相互
推介，促进渝川黔红色联盟建设。鼓励多

种语言的解说词编写和传播，以便将长征
历程中涌现的民族英雄和伟大的民族团
结事迹传播到国内外、各民族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群中，让更多人理解和学习中国革
命历史，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发展。
要加强各地解说员交流探讨，分享解说心
得，交流各地观众群体对解说的需求，促
进不断完善、优化解说词。

四川省冕宁县政协表示，要深化渝川
黔“融媒+长征”宣传合作，全景式展现长
征遗址遗迹，传播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
神。要依托融媒体的技术和力量，共同建
设渝川黔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官方网站，并
在各地融媒体上设立长征文化专题专栏，
将各地融媒客户端实现并联，对渝川黔三
地的长征文化资源在媒体平台进行数字
化展示。

“加强红色演艺节目、精品舞台剧、情
景剧的互访演出、非遗交流展示展演，组
织各地知名书画家开展‘红色文化行’活
动，共同策划举办长征主题系列文旅活
动，联合在主要客源城市开展旅游推介活
动。联动旅行社，推荐毗邻区县红色线路
三日游、五日游，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机构
将毗邻区县的红色路线纳入实践教育之
中。”四川省阿坝州政协建议。

“共研共建共享”专题协商会
助推渝川黔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
丰碑。四川是红军长征经过地域
最广、行程最远、时间最久的省
份，贵州遵义会议对整个长征乃
至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綦
江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在重庆的
唯一过境地。綦江区政协聚焦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充分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优势，联动渝
川黔 30 市州区县政协协同发
力、助力前行，助推红色文化和
长征历史“活起来”，让长征精
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在活化传承上助力前行。
整合成立渝川黔长征沿线城市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协会，搭建
专业研究平台，联合推出研究
项目，充分挖掘长征文化资源
的教育意义和时代价值。深挖
各沿线城市长征故事，寻访见
证者和文物遗迹，用“一个故
事 + 一 幅 图 片 + 一 篇 采 访 手
记”，串联成《渝川黔长征故事
集》，更好地铭记长征故事，让
长征精神永存心间。

在协作配合上助力前行。深
化各市州区县政协以及相关职能
部门的联动合作，定期开展联动
调研、联动协商，实现信息互
通、资源共享、成果共用。共筑

“一盘棋”意识、共谋“一张
图”规划、共推“一体化”发
展，运用联合提案、调研报告、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共同
争取国家有关部委对三地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支持，切实加
强联动。聚焦《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保护规划》的贯彻落实，
联动开展考察视察活动，找准定
位、突出特色，将当地红色资
源、文化资源、地域特色融入其
中，建设具有当地辨识度的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

在开放共享上助力前行。在
文史资料征集经常化、工作领域
合作多元化、实践成果共享化上
加大探索力度，合力打造体现时
代特征、具有政协特点、彰显区
域特色的文化文史工作品牌，共
同助推区域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
力提升。充分利用渝南黔北川南
历史文化研讨会平台、党史部门

“红色馆藏”积累和政协系统联

动履职等，在长征史料认证、长
征文物保护、长征纪念馆解说词
等方面实现开放共享，为渝川黔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强大
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
推动力。

在深度融合上助力前行。聚
焦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配套
深度融合履职建言，助力共同推
进以长征沿线为主的铁路、公
路、机场、港口码头等建设，重
点加强遵义、泸州、綦江、赤
水、宜宾等地之间直连高速规
划建设，形成综合立体交通快
进网络；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为核心，开通渝川黔红色班
线，助推渝川黔长征沿线铁路
专列、长征公路客运专线规划
运行。聚焦探索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投融资机制创新履职
建言，通过项目建设把资源变
资产，通过财政投资拉动社会
资本投入产业基金、工程建
设、项目运营等多元化投资。

在共建共赢上助力前行。在
红色文旅上深度助力，以渝川黔
长征沿线城市各个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为主体，整合各地红色文化
资源和旅游景点，规划打造一批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包装一批红
色文化产品，助力带动沿线旅游
市场。在乡村振兴上深度助力，
将长征沿线美丽乡村建设纳入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总体布局，
打造“红色文化旅游+绿色产业
集群”，通过红色旅游带动长征沿
线乡村旅游发展，带动乡村基础
设施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在数字再现上助力前行。整
合现有红色资源，加强对各种红
色文物、遗址、史籍等资源的采
集、保护和利用力度。打造红色
媒体联盟，联动深入开展“重走
长征路”大型主题采访活动，通
过使用短视频、移动直播等方
式，更广泛传播长征精神。探索
建立媒体联席写作平台，采用多
媒体互动、数字影像等技术，通
过数字赋能让红色文化资源“活
起来”。

（作者系重庆市政协联络委
副主任，綦江区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

助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促进渝川黔沿线跨区域协作

钟远平

6月28日，助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渝川黔30市州区县政协首届联席协作
会议在重庆市綦江区开幕，30市州区县政
协负责人及文史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共商
共建 协同发展”主题“协”出共识、“商”出
质效，大力助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
庆市政协副主席王昱参加。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的重大决策，积极服务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
国家战略，綦江区政协通过上门走访、面
对面沟通、线上交流等方式，推进渝川黔
30市州区县政协首届联席协作会议落地

落实，牵头搭建助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渝川黔市州区县政协协商平台，合力助
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开展跨区域专题协商是此次联席协作
会议的重点，30市州区县政协负责人齐
聚一堂为共研长征文化当代价值建言、为
共建重大推进项目出智、为共享优势资源
等方面纷纷建言献策，深入的思考、务实
的建议、热烈的氛围，充分展现了政协主
动服务大局的使命担当。随后，举行了专
家咨询会议、专题交流会议，来自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渝川黔各地党史专
家进行了发言，30市州区县政协代表进

行交流发言。
共筑“一盘棋”意识、共谋“一张

图”规划、共推“一体化”发展，30市
州区县政协同心同向、众志成城。当天，
30个市州区县分别签订了跨区域友好政
协合作协议、助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协商合作协议、新闻单位合作协议。

“大会确定了建立史实挖掘共研机
制、项目发展共建机制、发展场景共享
机制、政协合作共商机制、媒体协作共
推机制5项工作机制，搭建起文史研究
合作平台、项目建设助推平台、干部教
育合作平台、媒体联席协作平台、数字

信息共享平台5个工作平台，创新主席
圆桌会议、专题协商会议、专家咨询会
议、专题交流会议、数字在线会议5种
协商模式。”綦江区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钟远平介绍，接下来，30个市州区县
政协将继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常
来常往、聚智聚力、互促互进，唱好
成渝“双城记”，共筑渝黔一家亲，把
协商合作平台做实做强，把协商成果
转化为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工
作举措和实效，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和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奋
进力量。

助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渝川黔30市州区县政协
首届联席协作会议在重庆綦江召开

6 月 28 日，在助推渝川黔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30市州
区县政协首届联席协作会议专
家咨询会上，来自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四川、贵州、重庆
的 4位党史专家，围绕渝川黔
长征文化保护传承研究、长征
文物资源的整合与活化利用等
主题，提出了大量有针对性、
创造性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研究员石雷建议，尽早出台
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相关法
律，对保护传承、研究发掘、
文旅融合、管理体制等方面进
行顶层设计，统一发展定位、
建设布局，厘清长征国家公园
建设的整体管理体系。中共四
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二级巡视
员周锐京建议，做好规划引领

顶层设计，科学谋划一批长征
文化资源文旅融合项目，根据
长征红军在当地的行军路线、
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重要
的长征历史遗存分布等要素，
确定建设内容，避免贪大求
洋，切忌撒“胡椒面”，搞平均
主义。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二级巡视员李朝贵建议，创新
工作方式，强化内容建设、聚
焦精神内涵，把牢政治方向、
提供内容支撑，持续强化政策
支持，狠抓项目工程建设落
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原馆
长程武彦围绕红军长征文物资
源的整合与活化利用，提出了
分主题打造跨省游径路线，深
入推进“长征+”模式的运用等
建议。

专家学者把脉支招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黔
北重镇遵义城。中共中央决定于１月
15日至１７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为了严防川军进犯，保证遵义会
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红一师攻克娄山
关，于1月9日攻占了桐梓县城。随即，
红一军团派先头部队继续向贵州新站、
松坎和綦江方向推进。1月15日，红一
军团一师二团进驻素称军事要地的綦江

县羊角乡，扼守瑶龙山下川黔交界的酒
店垭关隘，监视驻扎在川黔边境九盘子
一带川军和贵州盐防军。1月21日，红
一军团直属队和第一、第二师8000多
人，在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军团长林彪、
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等率领下，
以红一师作前卫，红二师作后卫，从松坎
出发，经箭头垭和黑镜塘，于当天下午到
达石壕。1月22日凌晨，部队开拔，经

梨园坝向贵州温水、良村、东隍等地进军赤
水。中央红军游击队在綦江及川南黔北一
带活动一直坚持到1937年1月前后。

綦江是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
境地，是当时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四川第一
县，为中央红军实现伟大转折提供了重大
保障和支持，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
的重要节点。中央红军长征过綦江，保卫
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綦江是保卫遵义

会议的前哨和重要屏障；中央红军长征过
綦江，为四渡赤水制造了重要战机，綦江
是四渡赤水的战略节点，在此奏响了四渡
赤水的序曲。中央红军长征过綦江，在綦
江境内大力传播了革命真理，建立苏维埃
政权，倡导了革命精神，唤起了人民的觉
醒，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与綦江人民建立
了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鱼水情深，留给
綦江人民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綦江：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境地

92年前，中央苏区在反第一次大
“围剿”中取得胜利。在这场战争中立
下赫赫战功的，正是中国工农红军建
军初期的著名将领、原红四军军长王
良。毛泽东主席称赞“王良是一个好
干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扬王良

“英勇善战、屡建功绩”。
王良，原名王化赅，1905年８月出生

于重庆市綦江区（原四川省綦江县），1926
年９月，考入黄埔军校第５期，1927年８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９月参加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进军井冈山，
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7年９月，王良参加三湾改编。
1928年２月，率队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1929

年12月，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次年６
月，红四军在长汀整编，王良任红四军第一
纵队司令员，10月出任红十师师长。

1930年11月，蒋介石对红军革命根
据地实行第一次大“围剿”。王良率红十
师东渡赣江，退守革命根据地，待机歼
敌。12月30日，王良率领红十师担任对
龙岗西北之敌的攻击任务，他指挥所部迂

回敌之侧后，配合兄弟部队发起猛攻，全
歼国民党军18师师部和两个旅，并活捉
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红军第
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1932 年３月，王良升任红四军军
长。同年６月13日，其率红四军奉命回
师赣南根据地途中，经福建武平县大禾圩
时遭敌匪袭击，不幸壮烈牺牲。

王良：英勇善战 屡建功绩

6月28日，助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渝川黔30市州区县政协首届联席协作会议开幕式上，举行协商合作签约仪式。 杨松 摄

渝川黔政协书画展

参会人员在参观书画联展。陈星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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