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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寻访百年红色精神 重走红色革命地标——全国弘扬践行革命精神红色宣
传联盟建党百年大型融媒采访”活动，在“红船精神”诞生地——浙江嘉兴南湖启动。丽水
日报报业传媒集团、临沂日报报业集团、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吕梁日报社、赣南日报社、梅
州日报社、凉山日报社、焦作日报社、延安融媒体中心等党媒组成的采访团参加完启动仪式
后走进嘉兴、遵义开展融媒体采访，感受红色热土焕发的绿色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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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上午，“寻访百年红色精神 重走红色革

命地标——全国弘扬践行革命精神红色宣传联盟建党

百年大型融媒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后，来自全国的党媒

记者们走进第一站嘉兴市南湖区，到南湖瞻仰红船，并

深入南湖区的科技创新平台、乡村产业基地，去寻访南

湖区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践行为民初心使命的生动故

事。

在南湖景区，记者们登上南湖中央的湖心岛，来到

烟雨楼下万福桥旁，瞻仰红船。百年前的 7月，嘉兴南

湖的红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红船”在这里起

航，引领中国走向光明。随后，记者团一行来到浙江清

华长三角研究院、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参观

采访。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成立于 2003年，是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推动下落地嘉兴

的创新载体，由清华大学和浙江省共建。自成立以来，

研究院立足嘉兴、面向浙江、辐射长三角，建有国家级、

省级重点创新创业平台近 30 个、研究所（中心）50 余

家，引育海外高层次人才 800余人。2014年 5月，习近

平总书记对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省校合作模式予以

批示肯定。2019年，研究院作为唯一的创新平台被写

入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

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由清华大学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冯雪教授

担任院长。该院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浙江

省柔性电子制造业创新中心依托单位，在柔性电子相

关的材料、传感、芯片、电路及算法等研究领域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目前已累计引进硕士及以上高层次人才

126 人，正以“一院一园一基金”建设思路推动柔性电

子产业发展。

在大桥镇绿江葡萄专业合作社，记者们亲眼见证

南湖区美丽乡村的魅力。合作社所在的江南村是远近

闻名的葡萄村，也是产业兴旺、带头致富的示范村。成

立于 2005年的绿江葡萄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专业从事葡

萄生产种植、新品种培育、技术培训、信息服务等于一体

的农民股份制经济合作组织，辐射带动果农 2000多户，

年销售收入达到 2.3亿元；先后被评为全国农民专业合

作社示范社、浙江省林业示范专业合作社、浙江省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嘉兴市农业龙头企业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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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1日下午，红色宣传联盟采访团成员走进本次建

党百年大型融媒采访第二站——贵州省遵义市，在遵义进

行为期 3天的集中采访报道。

5月 12日上午，采访团一行走进四渡赤水纪念馆，聆

听四渡赤水战役，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四渡赤水有多难，歌曲《四渡赤水出奇兵》真实记录

了赤水河的艰险：‘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

四渡赤水纪念馆副馆长母彦碧介绍说，红军知渡河难，但

并没退缩，而是迎难而上，最终历时三个多月，纵横驰骋于

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

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

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

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谱写出“战士双脚走天

下，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动人壮歌。

四渡赤水纪念馆坐落于习水县土城镇，静谧地承载着

战时不朽的红色故事，也悄悄地说着土城人民传承红色精

神、一路向前发展的奋斗历程：土城镇人民将红色精神变为

前进力量，不仅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还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将

红色精神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科学规划景区业态布局，大

力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1亿元。

听完土城红色故事，下午，采访团一行来到播州区枫

香镇花茂村。一幅“千里莺啼绿映红”的美丽山村画卷缓

缓展开。

花茂村位于播州区枫香镇东北部，原名“荒茅田”，后

改名“花茂”，寓意花繁叶茂。花茂村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

之地，当年红军在花茂村停留住宿。尽管是一个普通的小

村庄，却为中国革命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成为“红色乡

愁”浓郁地带。

村如其名，走进花茂村，处处鲜花，步步绿色。最为显

眼的便是房上挂着“红色之家”四个红字的王治强家，这里

是当年红军留宿之地，如今这里已成为游客打卡点。

2015年 6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花茂村，提出了

“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

“总书记来了这里之后，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就今天中

午，我家摆了 40多桌，一家人忙得团团转。”刚刚送走一批

游客的王治强，压着嗓子，脸上挂满笑容对记者说道。这

几年，在红色旅游产业带动下，他家的年纯收入可达到 30
余万元。

不仅王治强一家走在了致富的康庄大道上，农家乐作

为花茂村发展乡村旅游的配套旅游产品，如今已是遍地开

花，2020年经营性收入达 230万元。

5月 13日上午，红花岗区子尹路 96号，游人如织。采

访团一行步行走进遵义会议会址。

“1935年 1月 15日至 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召开。会址就在这幢中西合璧小楼的二层……”遵义会议

纪念馆讲解员张芸娓娓道来。在 1个多小时的驻足、聆听

中，采访团记者不时拿出笔记录，拿出相机拍照，生怕漏掉

了一个细节。

在遵义三天的采访，采访团记者们真切地感受到在遵

义红色精神的引领下，当地党委政府和广大百姓推动乡村

振兴的信心和成效，真实地体验到这片红色热土焕发的绿

色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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