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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⑦⑦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红军长征红军长征

湘江战役纪念园湘江战役纪念园。。 唐国辉唐国辉 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⑧⑧为四川省松潘县为四川省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碑红军长征纪念碑。。

记者记者 宋豪新宋豪新 摄摄
图图⑨⑨为贵州省贵阳市为贵州省贵阳市，，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长征数字科技艺术

馆外景馆外景。。 苏滨苏滨 涂敏涂敏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图图⑩⑩为陕西省吴起县为陕西省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中央红军长征胜利

纪念园纪念园。。 王警王警 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据据《《人民日报人民日报》》

图图①①为福建省宁化县为福建省宁化县，，红军长征出发地纪红军长征出发地纪

念馆门前雕塑念馆门前雕塑。。 王政王政 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图图②②为江西省于都县为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纪念碑纪念碑。。 曹先训曹先训 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图图③③为河南省罗山县为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村红色文化何家冲村红色文化

主题广场主题广场。。 曾宪明曾宪明 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④④为湖北省英山县为湖北省英山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英山园区石雕英山园区石雕。。 吴滕钰吴滕钰 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⑤⑤为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为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通道转兵通道转兵

纪念馆纪念馆。。 李咸良李咸良 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图图⑥⑥为广东省仁化县为广东省仁化县，，红军长征粤北纪念红军长征粤北纪念

馆馆。。 龙全明龙全明 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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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人类历史上

的伟大壮举，是 20 世纪

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

要事件之一，是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谱

写的壮丽史诗，是“地球

上的红飘带”。红军将

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

伟大长征精神，是革命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穿越时空的强大感

召力。

目前，长征沿线存

留了数量庞大、类型丰

富的长征文物和文化资

源，它们见证长征历史、

展现长征文化、承载长

征精神，是弘扬革命传

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

族精神的鲜活载体。通

过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整合长征沿线具有

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

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

源，对于充分用好红色

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福建以“长征出发，撤离苏区”为主

题定位开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形

成了以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为主轴，长征

出发地长汀、宁化为主体建设区，长征事

件关联区域为延伸拓展区的“一轴两区”

格局。目前，长汀、宁化已先后完成了长

征出发地旅游基础设施及红色文化创意

基地建设、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园）

提升、宁化县长征精神教育基地、宁化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核心展示园（淮土）项

目、凤凰山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群保护

修缮项目等。

江西长征文物丰厚，累计确定 307处

不可移动长征文物。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江西段）以中央红军长征线路、长征决

策与前期准备及与长征紧密相关的重要

事件发生区域为重点建设区，布局“一

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院”

（长征学院）、“一道”（长征步道体系）、12
个重点展示园、9条集中展示带及多个特

色展示体系。目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江 西 段）重 点 项 目 已 基 本 完 成 建 设 。

2023 年，于都、瑞金、泰和等地打造的长

征步道及其周边文化旅游设施已接待

150余万人次。

河南以红二十五军在河南长征遗址

遗迹为主干，按照“红色研学+绿色发展+
户外运动”的总思路建设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河南段），先后实施完成了花山寨

会议旧址、罗山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

红二十五军长岭岗战斗及驻地旧址—殷

家湾驻地旧址（一期）等一批项目。

湖北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

地。湖北省围绕“一核（鄂豫陕核心保护

展示区）三区（黄冈文旅融合区、十堰文

旅融合区、恩施文旅融合区）五园（英山

陶家河长征展示园、随县太白顶会议展

示园、郧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展示园、宣

恩两河口苏维埃政府旧址展示园、咸丰

红二、红六军团忠堡战斗展示园）”规划

布局建设。目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

山园区已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建成开园。

园区依托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现有的

相关革命遗迹和革命建筑，通过长征步

道情景体验与革命遗址遗迹的参观瞻仰

等深入挖掘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革命内涵

和价值，并与乡土文化、乡村发展深度融

合。

湖南境内存留了数量庞大、类型丰

富的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湖南段）规划建设范围主要是面

向中央红军长征，红二、红六军团长征，

红六军团先遣西征经过的怀化市通道侗

族自治县、张家界市桑植县等 9个市（州）

以及与红军长征关系密切的新宁县等 4
个县（市）。规划确定了通道会议、汝城

“半条被子”故事，桑植红二、红六军团长

征出发，龙山、永顺红二、红六军团转战

湘西，湘江战役陈树湘“断肠明志”故事

等 7个重点展示园；通道—靖州—黎平等

6条集中展示带，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塔

卧旧址等多个特色展示点。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主体建

设范围以中央红军长征过粤北的光辉历

史为主线，三年游击战争等与长征密切

相关的史实作为延伸拓展范畴，涉及南

雄市、仁化县、乐昌市、连州市。规划范

围分为公园范围和核心范围两个层面。

公园范围，重点进行文旅融合发展和公

园统筹管理。核心范围，综合考虑红军

长征路线、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文旅游

憩资源、交通通达条件等因素，重点进行

长征主题文化展示。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范

围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的区域为

主，兼顾红七军和红六军团经过区域，呈

“一路四园多点”的发展格局。截至目

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已

取得阶段性成效。纳入《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的 5个重点项目及纳

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十四五”期间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工程项目库的 9 个项目已完

成 2023年建设目标任务。完成湘江战役

革命文物定名定级工作；建立红军长征

湘江战役纪念馆红色基因库，完成红军

长征湘江战役遗址遗存数字采集项目

（一期）；开展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

建设；《桂林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红色资

源保护传承规定》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正

式施行，湘江战役遗址保护工作步入法

治轨道。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

以红一方面军长征线路綦江为主，兼顾

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打造綦江、

酉阳两个主体建设区和城口市级拓展

区，以及黔江、石柱、秀山、彭水 4 个拓展

建设区，在綦江石壕规划建设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重庆段）标志性项目“红军长

征转战重庆纪念馆”。

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足迹遍布全

川。四川长征文物类型丰富、数量众多、

价值突出、特色鲜明，全省拥有不可移动

长征文物 400 余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四川段）规划建设面积约 15.6万平方公

里，以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为主轴，以红

二、红四方面军路线为两线，以长征在四

川的历史事件节点将线路分为 10 个区

段，整体空间布局形态呈现“一轴两线十

区段”。截至 2024 年 3 月，已开工项目

452 个。太平—二郎四渡赤水长征历史

步道、太平渡渡口提升、红军飞夺泸定桥

纪念馆展示园、石渠县十八军进藏陈列

馆、色达红军长征冰雕馆、松潘红军长征

纪念碑碑园提升改造等一批重点项目建

设完成，卓克基官寨等一批重点项目加

快推进。

“为突出贵州作为‘伟大转折之地’

的鲜明特点，建设之初便对全省长征资

源进行详细摸底，确立‘一核一线两翼多

点’的总体架构，即以遵义会议会址及周

边文物为核心，以中央红军长征线路为

主线，以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经的铜

仁、毕节为两翼，涵盖其他具有代表性

的节点。”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协调指导处负责人表示。

按照“以线串点扩面”的

工作路径，“轻资产、

重 内 容 、新 方

式”的建设

保 护

原则和深化文旅融合、大力开展红色旅

游的发展思路，贵州规划建设以遵义为

核心，由 14个展示园、10条展示带、众多

展示点构成的建设保护体系。如今，遵

义会议会址展陈提升及环境整治全面完

成，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贵州综合展示园

基本建成，标志性项目红飘带（长征文化

数字展示）成功投入试运营。石阡困牛

山战斗遗址保护展示园、乌蒙山回旋战

遗址遗迹保护展示园完成基本建设；红

军长征过黎平、强渡乌江、木黄会师 3 条

长征历史步道示范段建设工程已完工。

“既要探索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

传承利用新路，突出活化传承和合理利

用，也要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以

红色文旅为龙头、串联整合沿线优势特

色资源的省域主轴，打造多彩贵州文化

强省。”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协调指

导处负责人表示，长征沿线多为农村地

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能为沿线乡

村发展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优化

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线性串联带动形成规模效应，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的建设

以红军长征落脚陕西“胜利”为主题，突

出“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地位，按照“一

路三线十二区多点”空间布局系统谋划

建设项目。“一路”即根据党中央率领中

央红军到陕北及在陕北主要进军路线所

形成的经典线路；“三线”即根据红二方

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在

陕主要路线所形成的精品线路；“十二

区”即吴起镇片区、甘泉下寺湾片区、富

县直罗镇片区等重要区位；“多点”即依

据红一、二、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长征

入陕和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红军迎接

中央红军所发生的重要战役战斗、会议、

会师地点设立的纪念点。

甘肃是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地。甘肃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提出

“一线两区多节点”的空间布局。“一线”即

以“重走长征路”主题线路为依据，构建一

条长征文化主题线——“北上会师·创建

革命根据地”长征胜利线。“两区”即构建

北上胜利会师、奔赴陕甘革命根据地两大

长征文化片区。“多个建设保护节点”是在

全省范围内重点打造以会宁红军会师旧

址、南梁革命根据地旧址、哈达铺会议旧

址为代表的九大建设保护节点。近年来，

甘肃已实施“会师之城”会宁红色文化遗

址保护利用、哈达铺会议旧址风貌改善环

境整治等 9个项目和武山县长征主题文化

公园建设等 20余个项目。

云南、青海、宁夏正根据相关规划，

积极推动区段内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

（记者 施钰、杨颜菲、张文豪、强郁
文、王云娜、姜晓丹、祝佳祺、王欣悦、宋
豪新、苏滨、原韬雄、宋朝军、秦瑞
杰报道）

各地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根据《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保护好长征

文物、讲好长征故事、传承好长征精神、利用好长征资源、带动好长征沿线发展

为总体建设目标，整合长征沿线 15个省（区、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根据红军长征

历程和行军线路整体空间框架和叙事体系，加强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

合、传统利用 4 类主体功能区建设，实施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

合、数字再现、教育培训工程。当前，长征沿线省（区、市）正积极推动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