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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碉楼式民居、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奔流不息的玛柯河水……班玛县东南部的亚

尔堂乡王柔村，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20 年 6
月，“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挂牌，2021 年 1
月，被评为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今年 1 月份，

王柔村被省文化和旅游厅命名为“青海省乡村

旅游重点村”。

在王柔村村民口中，经常能听到红军刚来

到班玛时，部落头人亚当旦落资助红军、藏族

群众救护红军伤病员、藏族群众为红军当向

导、红军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战士“红加”

的故事。

独特的历史赋予王柔村独特的资源，研究

红色历史、开发红色资源、弘扬红色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成为当地发展的有力抓手。

“我们以建设‘红色村’为切入点，激活并

增强了村民的‘红色基因’自豪感，通过用活用

足精准扶贫政策，搞建设、兴产业，打好了脱贫

攻坚战，村容村貌得到了历史性的改变。”亚尔

堂乡乡长格日才旦告诉记者，下一步，乡上将

继续依托红军沟革命遗址的红色历史、红色文

化、红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把丰富的红色生态资源优势及乃亥太官寨的

文化优势，转化为农牧民致富的产业优势。

机遇不仅仅在王柔村。

“随着‘红军沟’景区的开发和利用，我们

也尝试推动红色文化与教育培训、乡村旅游、

餐饮服务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使红色教育助

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就拿班前村来说，群众已

经开始盖房子开办藏家驿站。”灯塔乡党委书

记乔才让告诉记者。

在“红色资源”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新引

擎”的同时，“红色”正在班玛县释放更多的活力。

根 据 全 省 旅 游“ 一 圈 三 线 ”中“ 大 年 保 玉

则”旅游经济圈精品战略布局，班玛县树立大

区域、大产业观念，重点围绕“红军沟”、玛柯河

原始森林、佐毛沟温泉、知钦寺、白扎寺等景

区，科学编制了全县旅游发展整体规划，并按

照外圈、核心，层层推进、分步实施的原则，编

制了《班玛县红色旅游发展规划》，进一步理顺

和优化了红色旅游发展体制机制。

“在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

吃、住、行、购等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力度，

对县域内宾馆、旅店、餐饮等服务行业基础设

施进行提质升级。”据扎西当周介绍，目前班玛

县有各类宾馆、酒店 25 家，床位数 1000 余张；

有各类餐馆 35 家。红色旅游基础设施、配套服

务水平及红色教育功能日臻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党中央作出建设国家文化

公园决定后，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将班

玛县纳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青海段（班玛）建

设工作。

目前，总投资 2000 万元的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青海段（班玛）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中。项目主

要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应急救援中心、游步道、自

行车道、游客解说教育、流量监测系统等内容。

现已完成游客服务中心、应急救援中心主体工程

和附属设施设备、游步道、自行车道、旅游厕所等

90%的施工量，进入内部装修及设施设备采购阶

段，预计今年7月底全面完工交付使用。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青海段（班玛）建设是

红色文化当代价值挖掘的新机遇和新动能，是

红色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新思路

和新举措，也是红色教育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的

新场景和新载体。”在王全看来，该项目的建成

将丰富班玛县红色文化，强化红色旅游与生态

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关联，深化红

色旅游与周边乡村、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

的有机结合。“接下来，我们也将以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青海段建设为抓手，精心打造红色特色

小镇，创建好红色长征文化教育示范县。”

“红色资源”引擎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

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

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

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

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让红色火种生生不息，需要激发教育的力

量，让精神可感可知。在班玛县，你可以“瞻仰

一次圣地、吃一顿红军饭、唱一首红军歌、走一

趟红军路、读一本红军书、听一堂传统课、扫一

次烈士墓、净化一次心灵、挖掘一种内涵、铸就

一种精神”。

“‘十个一’特色教育套餐是县委在学习借鉴

井冈山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推出的特色课

程。我们想通过它进一步提升红色教育的吸引

力，常教常新、常学常新，让红色种子在人们心底

生根发芽。”班玛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全说。

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基调，以红色历史

遗迹和精神瑰宝为载体，班玛县深化特色研

究，创新培育和设计红色教育课件，不断在红

色教育上做文章，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发

展正能量。

在省、州委党校的指导下，开发“红军长征

在班玛”“党建+班玛经验”“长征精神助推民族

团结”等精品课程，坚定传承红色基因，不断释

放班玛红色故事背后的能量，结合实际推出 1
天至 7 天不等培训教育套餐，青海省长征精神

传承教育基地（学院）具备各项培训教育条件。

依托场地资源打造红色教育阵地，根据场合

创新红色教育方式，结合场景提升红色教育效

果，才能不断让红色教育入眼入耳、入脑入心。

最 近 几 年 ，班 玛 县 深 挖 红 色 基 因 精 神 富

矿，全面提档升级红色教育基地，高标准、高站

位、高水平打造“红色班玛”文化名片，充分发

挥“红军沟”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用

和红色资源所蕴含的教育价值和育人功能，以

青海省长征精神传承教育基地、青海省长征精

神传承教育学院、“三大元帅”纪念雕像、文史

馆、“红船”等为载体，开发多元学习课堂。

除了推出“十个一”现场教学套餐，还举办

以红色教育为主的各类培训班，并在“七一”“八

一”等重大节庆期间，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在红军

沟开展缅怀革命先烈、重走红军路、重温入党誓

词等主题活动和党性教育，让通过实地参观、聆

听讲解、交流感悟、主题党日、重走红军长征路

等活动形式，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思

想政治觉悟，使班玛县的红色精神、文化内涵、

教育功能得到进一步传承、巩固和拓展。

近年来，班玛县接待省、州党校中青班学

员 7 批 330 余人，接待省、州党政机关赴红军沟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414 批次，共计 1 万余人，累

计接待干部群众 10 万余人。红军沟先后获得

国家级和省州级多项荣誉，国家和省州共 76 家

单位在这里挂牌成立教育基地。

教育基地建设不断得到巩固拓展的同时，

班玛县积极开辟宣传渠道，加强对外宣传和推

介，全方位打造“红色班玛”品牌，提升对外知

名度和影响力。

“我们把与红军长征有关的红色足迹、红

色记忆、红色启示、纪念红军在班玛作品选编

成册，出版《红军长征在班玛》《红军长征来到

班玛的故事》《中国工农红军在青海》等 8 本书

籍。还积极举办红色徒步露营大赛、全省大学

生红色旅游创意大赛等各类大型活动，将班玛

深刻的红色记忆、震撼的红色故事、厚重的红

色 历 史 向 全 州 全 省 乃 至 全 国 进 行 宣 传 和 推

介。”班玛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曹民锴说。

深挖精神富矿打造“红色班玛”品牌

在子木达沟口南侧的石壁上，“北上响应

全国抗日反蒋斗争！安庆宣”的标语依然清晰

可见。

1936 年 7 月 3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四

方面军组成的左纵队 3 万余名红军战士，经过

艰难的长途跋涉，从四川甘孜进入班玛县，在

这里行军、休整、筹粮、宣传全国抗日统一战线

等活动 20 余天，留下很多可歌可泣、感人至深

的事迹。

当年，红军抵达班玛时已极度缺粮。寺庙

里有大量贡品，路边农田里的豌豆也即将成

熟，但他们坚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挖野菜、

捡牛骨头熬汤……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看

到红军的这些行为，当地的藏族群众对他们的

态度也从刚开始的不理解甚至躲避转变为主

动邀请红军住在家里、住在寺庙，主动给红军

送粮食、送牛羊，主动照顾、救治受伤的红军战

士，在红军离开时，主动担当向导，把红军安全

送出班玛，送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也正是通过这支队伍，让当地的藏族群众第一

次听到了“共产党”“抗日救国”“解放”这些词，

革命的火种从此留在了班玛。

这些故事，没有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随

着时间的流逝，在当地群众口中愈发鲜活生

动。为了铭记这段红色历史，他们亲切地将子

木达沟称为红军沟，把红军走过的桥称为红军

桥，把红军喝过水的泉称为红军泉。

一条沟、一座桥、一眼泉……其实，不仅仅

是简单的纪念，自从红军长征经过班玛的事实

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确认以来，当地党委、政府

就为开发挖掘这一红色资源做了大量工作。

1985 年，县委、县政府在子木达沟口修建

了具有藏汉建筑风格的“红军亭”，将红军长征

经过此地时留在石壁上的长征标语进行了抢

救性保护，对包括红军桥、红军泉、红军路、红

军哨所、红军墓等各类红色遗迹加以修缮，并

把此处设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86 年 5 月，省人民政府将该长征标语遗

迹列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4 年 4 月，班玛县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

在红军沟挂牌成立“班玛县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2005 年 7 月，县委、县政府正式建成“班玛

县红色旅游展览馆”；

2017 年 8 月，班玛县红军纪念馆正式对外

开放，以纪念馆为主的一批红色旅游景点全部

建成。

“近年来，我们从打造青南地区‘红色旅游

基地’为出发点，以铭记红色革命历史、传承红

色革命精神为宗旨，以红军沟崖壁上的标语为

切入点，依托玛柯河原始森林秀丽的生态环境

资源，坚持保护、开发和利用相结合的方式，着

力打造党性教育基地和红色教育品牌。”

据班玛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扎西当周

介绍，通过积极争取省州和上海援建资金，当

地投资 2000 多万元，修缮和建成红军亭、红军

墓、红军桥等红色景点。并先后投资 8000 多万

元，新建红色教育中心、教育基地、纪念馆等一

大批旅游基础设施。

“欢迎大家来到班玛红军沟纪念馆，我是

解说员尕桑拉毛。我们纪念馆的建成，充分展

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和英雄壮举，旨在弘扬

红色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激励我们不忘

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走进纪念馆，一封封电报、一件件实物、一

个个故事，完整呈现红军长征途经班玛的历

史。去年班玛县对纪念馆进行声、光、电提升

打造，对馆内展陈内容进行重新布置，创新现

场教学方式。

“全新展陈打破了纪念馆原有的展览布局

和展陈风格，结合我们县的特点，增加了草原

等场景复原，雕塑、模型等艺术展现形式，以传

统文物展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复原模拟场景

与高科技展示场景相衬托，展示电文、日记、生

活用品等革命文物。”

提起纪念馆的变化，纪念馆负责人仁增尼

玛说：“之前讲解都是以展板为主，去年提升打

造后，更多地利用了声光电的手段，通过融入

多媒体全景体验、投影动态展示、沉浸式观展

等互动技术，在进一步实现‘智慧’场馆的同

时，提升了观展的互动性和参与性，让参观者

的体验更直观、更具体。”

“今天我们是专程赶来学习的，在了解完

这段历史后，觉得这 300多公里值了！”

在纪念馆看到玛沁县优云乡党委组织委

员当知才让时，他正和乡上一同前来学习的 20
多名党员认真聆听讲解。听记者问起参观后

的感受，他说：“来之前没想到红军在我们果洛

发生了这么多故事，他们跟当地群众的相处让

我很感动，也深深地感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

生动讲述红军长征在班玛的故事

“红军走了，村寨空了。村寨空了
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在
位于青海省东南部的果洛藏族自治州
班玛县，流传着这样一首藏族歌谣。歌
谣的背后，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

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第四方面军3万余人从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进入班玛县亚尔堂乡子木达
沟。休整20余天后，红军在藏族群众
的指引下离开班玛，继续北上抗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虽然红军
途经班玛只有短短20多天，却是红军
经过整个涉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
在青海历史长卷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
一页，为当地留下了独有的红色印迹和
丰富的红色资源。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
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红色旅游景
点热度持续升高，红色旅游已经成为青
海旅游业新的增长点。如何深度挖掘
这段人无我有的红色旅游资源？如何
转型升级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如何利用红色资源带动地方经济？

手记
本报记者 咸文静

在 果 洛 藏 族 自 治 州 班 玛 县

红军沟采访时，正好赶上提升打

造 后 的 班 玛 红 军 沟 纪 念 馆 开

放。相比之前，如今的纪念馆不

仅对展陈内容进行了重新布置，

还利用声、光、电以及影像投影

等现代展示技术，模拟和复原了

红军经过班玛的场景，使展陈内

容更加生动。

不仅仅是点上的升级，从顶

层设计——《班玛县红色旅游发

展规划》来看，红色旅游依然在

全 县 产 业 发 展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从红军亭到红军桥，从红军

泉到红军路，从红军哨所到红军

墓，虽然 87 年前的那个夏天，3 万

余名红军战士在班玛停留不过

20 多天，但他们所留下的不朽的

红色印迹，不仅是历史积淀，更

蕴藏着巨大能量，融入一代代班

玛人的血脉和灵魂。

有人说，红色资源既是传承

红色历史的载体，也是推动地方

发展的源泉，还是惠及群众的财

富。从这一角度来看，这段红色

历史可以说是助推班玛县经济

社会发展的“独家秘笈”，当地发

展红色文旅产业、以红色资源带

动地方发展的探索从未停止。

但是，拥有的这张“王牌”的

班玛县，怎样才能将资源利用最

大化？或者换个说法，随着红色

旅游持续升温，如何让三色班玛

的红色更红、底色更亮、内涵更

深、底蕴更厚，是班玛县面临的

课题。

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提到

红色旅游，总会想到“思政课”和

“ 千 篇 一 律 ”。 但 在 最 近 几 年 ，

“红色旅游市场趋于‘年轻化’”

“红色旅游新体验受热捧”的新

闻屡见报端，他们认为，除了传统的红色纪

念馆、博物馆外，还有红色专题游、红色演

艺、红色深度游等各类全新的红色旅游产品

出现。特别是随着 AR、VR 等新技术的运

用，也让不少红色旅游景区的展陈模式从静

态、单一转变为动态、沉浸式，让红色旅游有

了新的“打开方式”，这些都加速了红色旅游

“破圈”。

就班玛县实际情况来说，应该还有不少

红色历史值得挖掘，有不少红色故事值得讲

述，在“沉下去”挖掘历史的同时，更重要的

是要“跳出来”发展旅游。

举例来说，国家一直强调要发挥红色旅

游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作用，

目前，党员和青少年是红色旅游的核心客

群，成为红色教育的重点对象。针对这一群

体，参观纪念馆，观看展品、图片，听工作人

员讲解等红色旅游“传统套路”越来越“玩不

转了”，不少业界人士认为开发体验性、互动

性强的红色旅游项目成为大势所趋。可以

说产品创新是红色旅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的源泉。而这些内容，我想，正是班玛县红

色旅游需要迎头赶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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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玛街头的红色元素。 通讯员 曹民锴 摄

在班玛红军沟纪念馆，解说员正在向参观者介绍
红军途径班玛的历史。 本报记者 咸文静 摄

视点
本报记者 咸文静 金玥彤 张 鹏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三色班玛风光秀丽。 通讯员 曹民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