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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红色地标，新年缘何如此“红火”？

迎新打卡：
一样的“红色”，不一样的“红火”

“那时候（中共一大召开时）上海
人说话南腔北调，户籍管理非常松散，
有匿名性和流动性，安全系数全国最
高。如果过年不回家的话，建议大家
都去渔阳里看看，体会一下当时干事
业的不容易！”提起上海的红色地标，
上海市民黄阿姨如数家珍。她专门定
制了大年初一的“新、老渔阳里+长乐
路”红色微游线路。“我是党员，两个孩
子都是团员，大年初一我们一家想去
渔阳里重温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筹备
历程，过一个特别的春节。”

“和家里人说好了，今年过年留在
一大会址修缮工地上。”来自江西上饶
的徐正堂做了40年油漆工，这是他头
一回留在工地过年。“工程时间紧，能
为建党百年做贡献，这是多难得的机
会！家人也特别支持我。”

专门推出的多种新春红色旅游定
制业务，让选择留在“第二故乡”的人
们，都能感受这座红色城市曾经的惊
雷之举，进而重温初心、传承历史。

五百里井冈，一条崎岖小路徐徐
伸展。神山村里，远处青山如黛；近
处，主干道两旁的树上，村民家的房前
屋后，早早挂好了大大小小的红灯笼。

每家每户舂糍粑是村里的春节习
俗，来自南昌的游客朱雨萌在一旁跃
跃欲试，和村里人沟通以后，也有模有
样地打起了糍粑，让同行朋友拍照留
念。“井冈山是红色圣地，我们想来这
里感受红色文化，体验打糍粑、品尝土
特产的乐趣”。

宝塔山下，延河水边，在延安召
开的党的七大把“为人民服务”写入
党章。延安中国红色书店的《朗读
者》活动里，一位中学生把舒婷的《祖
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献给这座红色
城市。

“我们希望书店成为延安的文化
地标，把红色书籍传递到每个人的手
中。”延安市新华书店党委书记、总经
理姚福明说，希望打造出红色书店这
个具有鲜明红色文化特点，集阅读、
朗读、休闲、儿童娱乐、文创产品展示
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既能传递延
安精神，又能引领人们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在喧嚣的都市建起清静的精
神家园。”

数据显示，克服疫情影响，多个红
色地标参观预约迅速恢复，成为新晋

“网红”。延安中国红色书店 2020 年
取得销售收入1500万元，基本与疫情
前持平；在上海，2021年元旦以来，龙
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馆）入园超
11万人次；2月初，中共一大会址修缮
现场的脚手架拆除，百年石库门建筑
引来许多人驻足凝望、拍照留念。

创新表达：
赓续信仰力量，奋进新时代

如今，红色故事的表达手段正“花
式”翻新。

有主打实景式、沉浸感的——瑞
金市沙洲坝镇洁源村，200 多名演员
现场演绎实景演出《浴血瑞京》，在由
废弃矿山改造而成的演出场地上，生
动再现苏区时期战火纷飞的历史场
景，让现场观众仿佛“穿越”回到革命
年代的峥嵘岁月。

有创新青春化、二次元的——在
上海，红色历史元素在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文创团队开发下成为“又红又
潮”的产品：“望志路 106 号”冰箱贴、

“树德里”笔记本、放有“密函”的文创
套盒……红色历史传播有了新载体。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90 后”讲
解员李欣曈说：“我要当好‘翻译者’，
把红色历史立体、有重点地呈现给观
众。如果能让参观者在听了讲解后，
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有自己的
感悟，这就是我无上的荣耀。”

有面向国际化、开放态的——在
延安，连续推出的实景演出《延安保卫
战》《黄河大合唱》、舞台剧《延安保育
院》《红秀延安》等游客体验类节目，吸
引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友人观看。

在红色地标中致敬历史，在精神
谱系里接受洗礼，红色基因的传承，在
当下迸发出更多精神的力量。

这些红色故事正在成为新时代奋
斗者的精神密码。2017 年 2 月，井冈
山在全国率先脱贫。神山村，昔日最
偏远的贫困村之一，已变身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全村开起了 20 多家农家
乐，80%的村民参与乡村旅游，人均年
收入从不足3000元到超过2万元。”神
山村村支书彭展阳说，过去仅有30余
名老弱妇孺留守的村庄，如今在外打
工村民已不足30人。

神山村的蜕变并非个案。在位于
延安城区以东22公里的康坪村，村民
闲置的窑洞被打造成民宿，变成了“乡
村致富宝”。“延安的红色旅游资源独
特，近几年越来越好，许多游客来了就
希望能体验陕北的窑洞生活，我们就
是瞄准这一商机，带领村民脱贫致
富。”延安德耀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白建国说，在疫情影响下，
2020 年收入还有 100 多万元，更多村
民能从中收益。

焕新亮相：
积淀红色气质，迎接高光时刻

2021 年，红色地标将以全新的面
貌，迎接建党百年的特殊时刻——

在上海，“建筑可阅读”将进一步
升级，进入到全新的“数字转型”3.0版
时代，对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云平台等数字化方式，长三角的“红色
风景线”也将连点成线。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方世忠
说，2021 年将通过深入挖掘、利用好
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努力推出更多
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化和旅游
精品，生动讲好红色故事，着力加强建
党百年重大主题创作生产，做优红色
文化和旅游项目。

行走在井冈山，“红色最红、绿色
最绿、脱贫最好”的标语随处可见。
200多家红色培训机构在十余个乡镇
找到合作伙伴，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
红色培训的产业链“快车”，一堂课带
富一个村，让更多群众分享红色培训
带来的旅游红利……

让红色气质成为指导城市转型发
展的“风向标”，为开拓未来提供丰富
资源和不竭动力。在上海，与中共一
大会址一路之隔，就是上海黄浦区党
建服务中心，丰厚的红色资源引流扩
散；在延安，当地坚持资源保护与开发
并重，先后投资 1000 多亿元，实施了
新区建设、旧城改造、居民下山、延河
治理等17项重大城市建设工程，为红
色旅游发展“腾挪”空间，为产业转型
升级打好坚实基础。

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马东坡
说，延安将坚持以红色教育为核心，强
化红色基因传承效果，以一座城市的
名义向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致敬。

（据新华社）

挂起火红的灯笼，贴上鲜艳
的春联，炉火烧得正旺，挑一块
晒红的腊肉，蒸一屉糯米子糕，
打麻糍、切苦槠豆腐、炒碱水粑，
再泡上一壶浮梁红茶，围炉品
茗，唠唠家常。红色点亮了炊烟
里的景德镇市浮梁县，也给这座
被誉为“瓷源茶乡”的江南千年
古县增添了浓浓的年味儿。

《门神祈福》《鱼跃龙门》《沧
溪之龙》……以墙为画布，多位
艺术家集结浮梁古城，打开千年
古村的艺术之门；一幅幅充满年
味儿的街画，让原本古朴宁静的
浮梁变身成了露天的美术馆。
在臧湾乡寒溪村史子园，当地村
民们穿上节日服装，在茶山跳起

《采茶舞》，参与“我最喜爱的村
晚节目”推荐展播。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浮
梁县联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
展研究院，携手央视网、微信视
频号、抖音等国内传播平台，集
结水木乐创、SMART 度假产业
智慧平台、网易逆水寒、华裳九

州、原乡映客、谷雨设计、嘉乡好
物、漫芽糖等多支优秀团队，聚
焦“乡村振兴”，深度挖掘年俗传
统，重磅推出“浮梁红·守千年”
浮梁焕新中国节“春节篇”线上
过大年活动，让浮梁传承千年的
瓷茶文化、农耕文化、理学文化、
衙署文化和商贸文化与新时代
潮流风尚碰撞出新的火花，全网
呈现浮梁“村里云上云下过大
年”的盛况。

“沧溪秘境”汉服秀、“浮梁
梦的N次方”乡村短剧、“浮梁云
妙汇”“街画秀”“新生活、新风
尚、新年画”“返乡青年说”和“嘉
乡邮礼”年货节“浮梁红”专场等
丰富多彩的创意民俗文化活动，
展现出浮梁的新乡村、新生活和
新风尚。村民一台戏、年味儿传
统舞龙舞狮等民俗活动精彩纷
呈，浮梁百村村民以共创者的身
份参与到这次过大年活动中，把
热热闹闹过大年的喜悦传递给
所有人。

“浮梁云妙汇”上，网易逆水

寒利用数字技术打造的新潮庙
会，网络游戏中关于古代浮梁的
窑厂、孔庙、集市、码头、田舍等
场景设置和传统制瓷、贩瓷的数
字化再现，让人透过电脑屏幕感
受传统的浮梁瓷茶文化，体验春
节舞龙舞狮、烟花表演、千家宴
等传统活动。此外，由中宣部等
发起的“新生活·新风尚·新年
画”——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美
术创作征集展示活动也以数字
化展陈方式在浮梁县143个行政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落地，开展
为期30天的“乡村特展”。

“浮梁红·守千年”项目总策
划、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浮梁乡创基地主任殷
秩松说：“通过在乡村焕新中国
传统节日的实践，将新人才、新
理念、新资源带到浮梁乡村，激
活当地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
可以形成一系列未来能持续运
营的新的乡村无形资产，为浮梁
乡村后续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
础和帮助。”

云上云下过大年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修缮和新馆建设工地，100多名工
人选择就地过节；四行仓库成为春节前几日上海十分红火的
景点；不少游客来到“共和国摇篮”瑞金过新年，2021年1月
这里实现旅游总收入23560万元，同比增长20.8%。

2021年的春节，在上海、在井冈山、在延安……众多红色地
标迎来一批批初心寻访者。新年伊始，让我们一起去探访这些
地标“红火”背后的历史密码。

景德镇：千年瓷都年味浓

常态化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形势下，在景德镇三宝村里，有
300余名来自国内外的“景漂”艺
术家、创客选择了留守三宝国际
瓷谷度过牛年新春。

春节前夕，景德镇市特地在三
宝国际瓷谷湖田书院为留守“景
漂”艺术家和创客们举办了迎新
春、送春联活动。一副副大红喜庆
的春联挂满整个院内，承载了新一
年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待。“月轮

穿沼水无痕，竹影扫阶尘不动”，意
大利留学生阿诺给自己出了副对
联，书法家当场对以横批“松风泉
韵”，为他书写并赠送给他。当一
副副精美的对联送到“景漂”艺术
家和创客们手中时，他们在感受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一
股股暖流在心头荡漾。

与此同时，由景德镇市珠山
区总工会举办的“送万福、进万
家”公益书法暨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宣传活动在景华社区拉开帷
幕。活动现场，举办方不仅组织
书法家挥毫泼墨，用书写春联的
方式把新春祝福送到千家万户，
还向职工群众科普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应急知识，将公民防疫行
为准则（科普）宣传册、防疫口罩
一一送给职工群众。翰墨飘香、
人头攒动、暖意融融，短短两个
小时，大家手捧大红春联，脸上
掩饰不住由衷的喜悦之情。

大红春联情暖心

珠山区陶瓷文化底蕴十分
深厚，有千年的陶瓷文化积淀和
丰富滋养，是景德镇建设国家陶
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主阵
地、主战场。今年新春佳节期
间，一场场契合珠山特色、展现
珠山风貌的主题和作品展览，采
取“线上+线下”的形式，与人们
共同分享。

春节前夕，坐落于三宝国际
瓷谷内的三宝蓬艺术聚落，便在
美术馆光影展厅举办起“蝶变·7

年海报展”，将他们曾举办的 39
场以瓷画、陶艺、水墨、油画为主
要内容的人文展览和8场以瓷画
和陶瓷生活器物为主要内容的
艺术·设计·生活美学巡展的精
华汇聚，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奉献
文化盛宴。景德镇画院推出了

“春风拂面”——2021 年迎新春
作品线上交流展，所展示的作
品 是 画 师 们 一 年 的 所 思 、所
想、所作、所为而形成的文化
成果，让人们感受思考和探索

之后的新气象、新风格、新图式
的艺术魅力。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
鲜明的文化活动，在营造欢乐
祥和节日气氛的同时，更让游
客体验到了世界瓷都景德镇
的文化内涵。一位游客表示，
这些文化活动生动展现了景
德镇的历史和现实，千年窑火
生生不息，愿景德镇发展越来
越好。

（据《光明日报》）

线上线下享大餐

正月初一上午，千年瓷都江西景
德镇的古窑民俗博览区内，窑神童宾
青铜像前开设的“人人加柴·家家财
旺”迎新春互动活动吸引了众多游
客。参与者为太平窑火添柴增薪，一
家老小或三五好友拍照合影、签名祈
福并祈求新年太平、为新春祝愿。民
俗博览区工作人员介绍，这一太平窑
祈福活动从正月初一持续到正月初
七，博览区还将于初八和元宵节分别
举行明代葫芦窑复烧点火、“开窑见
宝”等活动，希望让更多游客感受景
德镇陶瓷文化，更好地诠释“美景、厚
德、镇生活”的独特韵味。

连日来，瓷都景德镇处处充盈着
欢度佳节的热烈氛围，一系列丰富多
彩、文明向上的节庆文化活动，吸引
了许多包括因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需要，选择留在景德镇过年的国
内外“景漂”艺术家、创客在内的市民
群众广泛参与，千年古镇飘荡温暖的
年味儿。

▲连日来，景德镇古窑址迎来络绎
不绝的游客。图为游客正在参观

▶近日，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举
办贺新春瓷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