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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黄平段建设研究 
龙见福 

（中共黄平县委党校  贵州黄平  556100） 

摘要：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呈现长征文化、弘扬长征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的重大举措，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工程。黄平县属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沿线城市，1934年 9月至 12月，中国

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和中央红军先后经过和转战黄平，把革命的声威、斗争的星火、真理的种子播撒在黄平山乡，给黄平人民留下底

蕴深厚、价值厚重的长征文化资源，是黄平县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得天独厚的优势。 

关键词：黄平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ng March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s a major decision and deploy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General Secretary for Xi Jinping as the core. It is a great measure to present the Long March 

culture，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and continue the red blood，the other major project to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the new era. Huangping constracted alone the city  belongs to the long march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from September 1934 to December. Chinese red army and the central red army has passed Huangping，

the voice of the revolution，fighting spark，the seeds of truth in Huangping. Huangping’s people left profound the 

value of long march cultural resources，one is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long march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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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指

示精神，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要求各相关部门和

沿线省份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2021 年 5 月，贵州省率先制定出

台了《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例》，对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的保护、建设、利用和管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2022 年国发 2 号文

件更是指出：“围绕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强贵州红色文化

资源保护传承弘扬，实施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念馆等重大项目，打

造一批红色旅游精品路线。”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 2022 年国发 2 号文件建设要求，结合《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条例》，黄平县依托自身丰富的长征文化资源，积极推进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黄平段建设，助推黄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黄平段建设的独特优势 

黄平县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和转战的革命老区。80 多年前，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肖克等老一辈革命家和

红军指战员曾在黄平这片热土上留下浴血奋战、坚持革命斗争的身

影，为黄平留下了宝贵的长征文化资源。 

（一）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经过和转战黄平的历史事实，是黄

平县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 大优势 

红六军团西征在黄平。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即红六军团），

建立于 1933 年 6 月上旬，是由湘赣苏区的红八军和湘鄂赣苏区的红

十八军组建的。红六军团西征，湘、桂军阀甚为震惊，慌忙调遣几

万之众拦阻。红六军团迅速改变挺进湘中的计划，转而南下通道，

然后分兵两路向贵州黔东南地区急进。于 1934 年 9 月 20 日攻占黎

平县城，22 日到剑河县境，29 日进入台拱（今台江）的施洞口，30

日进入黄平谷陇区山凯乡斑鸠寨，当日进驻谷陇。10 月 1 日，红六

军团从谷陇出发，经黄飘乡、东坡乡、罗朗乡，于 10 月 2 日凌晨攻

克旧州城，并在旧州广泛发动贫苦群众，召 各族群众大会，宣传

革命真理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扩大红军队伍。任弼时、肖克、王

震等夜宿旧州，在天主教堂获得一张法文版贵州地图。肖克曾在《红

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一文中

回忆到：“我们打到黄平，在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法

文贵州地图，但看不懂。好在那里有个法国牧师能讲点中国话，不

能写，发音也不准，但还能够听得懂，我们就指着地图，他讲我写，

迅速译成中文。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的看清楚贵州的山川城

乡的大略，行动才 始方便了一些。①”红六军团正是因为得到这张

地图，翻雄山，过险水，冲破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层层围剿， 终

顺利与红二军团会师并转战贵州和湘西，为中央红军长征 辟了道

路。 

中央红军长征过黄平。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兴国、

长汀等地 始长征，沿途经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省一路激战，

不断突破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封锁，但损失惨重。在毛泽东等人的力

争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争取主动，向敌人防

御薄弱的贵州前进。同年 12 月 15 日，红军一举攻克黎平县城，18

日在黎平召 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放

原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贵州黔北进军创建新

的革命根据地。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纵队西进。12 月

19 日至 23 日，右路纵队经锦屏、剑河、三穗、镇远、施秉等地直

达余庆江口；左路纵队先后经剑河、台拱革东等地域，12 月 25 日

由革东、施洞口两地进入黄平县。毛泽东跟随左路纵队进军黄平，

26 日清晨，进军黄平县城途中，在县城郊尖山坡至马场一带激战一

昼夜，连破黔军三道防线，占领黄平县城新州，随后进占旧州城，

在旧州东城门的一片橘林处，张闻天、王稼祥 始酝酿让毛泽东出

来指挥红军长征，并得到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的支

持，为毛泽东的复出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红军还在旧

州城仁寿宫召 济贫大会，广泛宣传革命真理，认真执行党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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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黄平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为中央红军顺利到

达陕北，北上抗日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军爱

民、民拥军的动人佳话。 

（二）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留给黄平的长征文化资源，是黄平

县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厚重的文化底蕴 

黄平长征文化资源包括中央红军、红六军团在黄平活动的地方

和路线及其周边与红军长征相关联的重要文物、会议会址、活动遗

址、纪念设施、村落以及相关旅游景区、景点，其种类丰富、内涵

深厚，是黄平县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厚重的长征文化底蕴。 

一是遗址遗迹类有大顶山红军战斗遗址、旧州仁寿宫济贫大会

遗址、旧州朱氏宅院中华苏维埃临时银行遗址、旧州东城门橘林密

谈遗址、中央红军智取谷陇遗址、尖山坡红军战斗遗址、嫁娘坡红

军黄平战斗遗址、红六军团作战指挥部遗址、红六军团临时医院、

红六军团司令部遗址。 

二是红军陵墓类有灯草哨红军烈士墓群、谷陇镇革命烈士陵园、

太阳山红六军团无名烈士墓、新庄坳红六军团无名烈士墓、冷屏山

红军无名烈士墓、黄猫村红军无名烈士墓、太翁红军无名烈士墓、

勒坡红军无名烈士墓、大顶山红军无名烈士墓。 

三是红色标语类因红军在谷陇、黄飘和旧州书写的实物标语已

不存在，只留下当年乐石录拍摄的照片和 20 世纪 80 年代初黄平县

文物管理所 展文物普查时拍摄的照片。目前，乐石录拍摄的标语

已重新写在天后宫的外墙上，标语为：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

军。标语旁有一幅画，画上的字为：工农和红军联系起来，打倒贵

州国民党军阀王家烈！ 

四是纪念性设施类有黄平县革命历史陈列馆、红军长征黄平纪

念碑、浪洞“红军浴”旧址、旧州红军街、张其中红军桥、红军泉、

岩鹰安澜红军桥。 

五是故居行居类有旧州天后宫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行居、

旧州文昌宫的周恩来、朱德旧州行居。 

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黄平段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黄平县通过整理地方史、革命史、长征史料，对长征

文化的保护和 发中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面临着较大的困难。 

（一）长征文化研究管理投入不足 

黄平县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但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长

征文化缺乏深入挖掘和研究，虽有一些遗址遗迹、陈列馆具有较强

的感观，但其他长征文化体验式、参与式产品研究不足。一些以长

征文化为载体的遗址遗迹、纪念性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管理粗放，

部分内容不具体，内涵不生动；一些烈士生平信息、具有历史性和

教育性的先进感人事迹挖掘研究不深，逐渐湮灭无闻；一些具有长

征文化元素的故事、文稿、歌谣、戏曲等创作不足，没能充分展示

长征文化元素的现代表达。 

（二）长征文化 发利用不够 

一是长征文化资源保护力度不够。黄平县长征文化资源丰富，

但缺乏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特别是“文革”运动和年久失修导致

一些资源损坏严重，或散落民间不知去向。有的遗址遗迹只闻其名，

不见其踪。还有的一些长征文化资源所在地或物属于私人财产，如

红六军团司令部旧址所在地为旧州天主教堂内，房屋属于教会财产，

虽保护完整，但无法打造和布展对外 放。 

二是长征文化资源 发力度不够。黄平县部分长征文化资源分

散在各个乡镇村落，建设配套设施缺乏，再加上位置偏远，交通不

便，吸引力弱，旅游可入性差。即便是一些长征文化相对集中，位

置交通条件较好地区，在长征文化旅游发展同样面临 发方式和营

销方式上简单趋同，缺乏统筹协调，旅游产品同质性等问题。因长

征文化资源挖掘研究不足，长征文化旅游产品不成体系，导致红色

旅游出现不温不火的局面，影响长征精神的展现、传承。 

（三）长征文化资源统筹不够 

黄平县长征文化资源丰富，但又相对分散，依靠上级政府或地

方自行 发建设，缺乏对长征文化资源的整合和规划，各方力量协

作也不够。黄平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涉及文物保护、陈列展

览、旅游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是涉

及组织、宣传、人事、文旅、民政、党史研究等多个部门的综合性

工程，目前存在各自为阵，独自 发、包装、宣传，没能有效整合

各方资源和力量。同时，长征文物资源没能有效的与当地的自然资

源、人文资源融合，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 

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黄平段建设的路径 

黄平县红色资源十分丰富，红军长征经过和转战黄平足迹遍布

全县各乡镇，总行程 300 多公里，留下丰厚精神财富和众多文物资

源，为建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奠定了基础。其中，一张地图，将红

六军团带出困境，成为红军长征的好“向导”；一场战斗，使红军转

危为安，成分证明毛泽东长征途中一系列主张的正确性；一次密谈，

为毛泽东复出作了组织、思想、军事上的准备；一个生日，更是演

绎了毛泽东灿烂辉煌的一生②。这“四个一”是红军给黄平留下的宝

贵财富，是黄平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核心的内容，是黄平革命

老区熠熠生辉的闪光点。 

（一）深入挖掘研究，实施保护传承工程 

要维护好长征革命遗址遗迹所特有的历史环境风貌，保持长征

历史原真性，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的原则，深入挖掘长征文化的深刻内涵。③ 

一是党政部门要起到主导作用，整合组织、宣传、人事、党史、

文物管理、旅游、民政等部门，深度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摸清

长征文化家底，加大对长征遗址遗迹的申报力度。一方面强化外在

形式的保护，如设立醒目的志碑，将遗址遗迹名称、产生或发生时

间、历史由来以及保护单位镌刻上面，既有利于当地人民群众和游

客了解长征历史，有效的制约人为的破坏行为。另一方面要以法律

来保护，尽快研制出符合黄平特点，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规章制

度，对长征文化的保护和损坏做出明确的奖惩规定。 

二是建立长征文化保护利用的工作目标，采取分类别有针对性

的举措。在摸清长征文化家底的基础上，制定出阶段性保护和 发

的目标规划，统筹建设资金做好文物的收集整理、研究考证、维护

修缮，遵循“突出重点、先易后难”的原则，按照规划目标，推进

长征文化保护工程逐步实现。在保护 发中要充分发挥长征文化的

育人功能，以“四个一”为核心，创作党性教育精品课。广泛向社

会征集素材，形成一批精品文艺作品，丰富长征文化元素，促进长

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是寻根溯源，推动长征文化的内线和外线建设。红军长征在

黄平作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部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黄平段的建

设不应只局限于本县域内，积极拓展寻求内外联动建设机制，积极

与长征沿线的省、市、县广泛交流合作，深入研讨，打造长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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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圈，丰富长征旅游文化内涵，共同培育长征红色旅游品牌和旅

游业态，探索长征沿线区域经济社会振兴发展之路。通过联动不断

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让沿线省、市、县共建共享长征这一红色独

特品牌。 

（二）推动统筹发展，实施文旅融合工程 

注重特色旅游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红色景点打造和精品路

线培育融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红色旅游产品 发，推进

红色旅游配套设施建设④。进一步推动长征文化同其他红色文化、黄

平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绿色生态、观光休闲旅游内外融合，将独

特的长征文化气息渗透于旅游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全方位 发旅游

新业态，建成共融共生的旅游发展平台，带动黄平县社会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 

一是坚持长征文化与历史文化、多彩民族文化相融合。黄平县

历史文化沉淀深厚，史称“黄平在黔为文物声名之地，科名辈出，

甲于他郡”。旧州曾是独立于周朝的且兰古国，从明景泰五年（1545

年）到清末，黄平有进士 29 人，举人 251 人。黄平还有浓郁的民族

风情，有革家“大本营”的重兴枫香革家风情寨，谷陇苗族芦笙会

等。在推动长征文化与当地历史文化融合发展过程中，坚持共生发

展的理念，把黄平县悠久历史文化、多彩民族文化有机融合到长征

文化保护利用中去，拓宽长征文化内涵与外延，增强长征文化对人

民群众的吸引力，加强长征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的融合 发，使游

客在瞻仰革命遗址的同时，感受到本地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 

二是坚持长征文化与绿色生态相融合。红军长征足迹遍布黄平

县各乡村城镇，长征文化与自然生态天然的结合在一起。黄平山水

风光秀丽，自然景色迷人，有清澈碧绿的旧州舞阳湖、景色迷人的

野洞河、见证历史变迁的重安江“三朝桥”、黔南第一洞飞云崖等，

与长征文化天然的结合在一起，坚持走“以红带绿、以绿促红”的

发展思路，促进红色产业和绿色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出长征文化旅

游和绿色旅游品牌，为黄平县旅游产业化发展打造新路径。 

（三）打造精品路线，实施长征再现工程 

为进一步推进黄平县旅游产业化发展，打造一批以黄平长征路

线为核心，依托现有景点景区，借助乡村绿色生态环境和民族风情

的精品旅游路线，带动沿线人民增收致富，有效地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打造重走长征路线游。紧紧围绕红军长征在黄平的行军路

线，从谷陇镇 始，参观中央红军智取谷陇遗址，进入新州镇参观

红三军团作战指挥部旧址、黄平战斗遗址，进入旧州镇参观橘林密

谈遗址、红六军团司令部遗址、黄平革命历史陈列馆、仁寿宫济贫

大会遗址。沿途一路追寻红军足迹，重温红军战斗艰难岁月，感受

军民温馨故事，品味神秘且兰古国。 

二是打造红色景点绿色游。从旧州景区长征文化为核心，去看

万亩大坝田园风光，参观抗战飞机场和一碗水乡、平溪镇的烈士陵

园。一路可以踏寻革命前辈足迹、缅怀先烈功勋的同时，还能投身

自然，感受各地不同的绿色风光。还可以游野洞河、舞阳河，再到

浪洞享受“红军浴”，一路畅游山水美景，一路体味革命前辈战斗历

程，既有自然美的享受，又有心灵深处的震撼。 

三是打造复合游。走红军经过的冷屏山，看重兴古石梯田，观

重安千年水碾群、三朝桥，住革家传统村落。既有红色登山的体会，

又有革家民族文化体验，还能品味田园风和历史变迁，是集自然、

历史、文化、民族于一体的复合游模式。 

（四）扩大推介力度，实施长征文化旅游品位提升工程 

一是凸显长征文化的时代价值，扩大长征文化的推介力度。全

方位对黄平县长征旅游资源进行研究、挖掘、整理，提炼符合新时

代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打造长征文化旅游市场主体，构建新的长征

文化发展形态，提升黄平县长征文化旅游品位。同时，结合时代特

点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 展以长征为主题的宣教活动，如书

画摄影展览、公益性文化讲堂、编写红色文化读物；创作一批优秀

文艺作品，如小说、人物传记、影视剧、曲艺等。以此推进长征文

化的传播力度，全方位、多层次宣传推介长征文化。 

二是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推动构建长征文化旅游联动发展大格

局。抓住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大机遇，突出黄平独特长征文

化资源的同时打通区域限制，强化与周边生市县的沟通交流、宣传

推介、市场 拓，深化区域合作，发展配套、互补的旅游服务，构

建长征文化旅游合作区。 

三是坚持市场化运作，实现资本与长征文化资源深度融合。以

政府财政支持为发展主渠道，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立足红

军长征在黄平的独特资源，精心设计包装推出长征文化旅游精品项

目，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坚持谁投资、谁 发、谁受益、谁保

护的原则，着力打造有品位、质量高的黄平县长征文化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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