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那一段段气壮山河的历史，奏响

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慷慨壮歌。

山河为证。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中国革命

从这里走向全国，从胜利走向胜利，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在这里

试验过、预演过。

岁月为名。回望峥嵘往昔，无数赣鄱儿女浴血奋战、向死而

生，用赤诚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

神，孕育了融入民族血脉和灵魂的红色基因。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上下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传承红色

基因作为重大使命责任，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凝聚奋斗新时

代奋进新征程的信心力量，努力把江西打造成为最讲党性、最讲

政治、最讲忠诚、最讲担当的地方。

如今，放眼赣鄱大地，到处红旗漫卷，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精神

代代传、发展日日新的生动故事。

（一）

2021 年仲夏时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北京正式开馆。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中，来自我省的

70 余件（套）文物亮相。这批珍贵的文物，再现了烽火连天的革

命岁月，诉说着信仰之美、英雄之气。

革命战争年代，江西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有 25 万余人，但是

更多烈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位于南昌市八一大道北段的江西

革命烈士纪念堂，收藏了 2716 份烈士档案资料、4100 余张烈士照

片、1115件革命文物。春去秋来，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青年学生

来到这里，重温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感悟初心使命。

江西红色资源星罗棋布，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包

括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在内，全省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2960
处，可移动革命文物 43650 件（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3家，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22家。

2019年 6月 3日，省四套班子成员和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

责同志，来到瑞金、于都瞻仰革命旧址，缅怀革命先烈，以此拉开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帷幕。

2021年清明前夕，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专题读书

班把党史学习教育第一次专题学习的课堂放在了革命圣地井

冈山。

2021 年 10 月 21 日，刚刚履新的省委书记易炼红专程来到井

冈山调研，怀着崇高敬意瞻仰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他强调，

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继承革命先烈遗志，

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以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实际成效告慰革命

先烈，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

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近年来，我省发挥得天独厚

的红色资源优势，以遍布全省的革命旧居旧址和革命纪念馆（博

物馆）为课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感悟信仰的力量，坚定捍卫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

宣传者、践行者。

（二）

2022年 3月 15日，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在北京揭牌成

立。该中心由中宣部指导，江西省委宣传部等 7 家单位共建，聚

焦“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承红

色基因”主题，努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高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坚持守正创新、扬优成势，不断完善红

色基因传承长效机制，在建设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上迈出坚实

步伐。

平台载体更加完善——

我省扎实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87 个县（市、

区）列入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新建和改造提升

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等一批红

色展馆，红色基因传承长效机制更加健全，红色资源整体保护水

平走在全国前列。

“真生动！没想到红色纪念场馆还有这种展示方式，能让我

们以‘亲临’革命战场的方式，了解革命文物、回顾革命历史，大大

增强了体验感。”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多媒体影像展《攻打

敌军总指挥部》后，南昌市实验中学的一名学生发出赞叹。

品牌特色更加鲜明——

我省坚持把传承红色基因融入基层党建、文化旅游、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抢险救灾、志愿服务等各领域，创造了

“党建+”、红色旅游、红色治理、红色驿站等特色品牌，形成了传

承红色基因强党建、稳基层、树新风、促发展的生动局面。

“村里的环境好了，游客多了，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宁都县

东山坝镇小源村是我省打造的红色名村之一，村里的老党员曾天

保谈起村里的变化，笑得合不拢嘴。

近年来，我省分 3 批建设了 210 个“过去有红色故事、当代有

蓬勃新貌”的红色名村。目前，红色名村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

入普遍超过 10万元。

红色故事更加生动——

围绕发生在江西的党史重要事件、重大活动等，我省加强红

色教育培训，把红色基因传承与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大中小

学校教育、新时代文明实践等紧密结合起来，全力打造革命传统

教育高地，创作推出了《三湾改编》《邓小平小道》《一个人的长征》

等一批优秀文艺精品。

“赣南是一片红色土地，也是戏曲资源的富矿，守正出新和力

求精品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日前，《一个人的长征》主演杨

俊获得第十七届文华表演奖。他所诠释的赣南采茶戏舞台经典

人物形象，让红色经典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三）

“寻江西九江籍烈士饶宏江亲人，他长眠于云南省蒙自烈士

陵园，静待亲人祭拜。”2021 年 6 月的一个晚上，九江市民微信朋

友圈被这条信息刷屏。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查阅资料、实地走

访，数万名市民加入寻亲接力赛，不到 12 个小时，即在柴桑区城

门街道白畈村找到了烈士的后人饶强。

为烈士寻亲，是我省各地组织开展“替烈士看爹娘、为烈属办

实事”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崇英烈、关爱烈属浓厚氛围的生动缩

影。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

实际行动弘扬革命传统，让红色基因历久弥新、永放光芒，让革命

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传承，体现在扭住发展之要中。我省坚持把双“一号工程”作

为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的长远之策、制胜之道，坚持统筹谋划、系

统推进，取得了初步成效，数字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优化营商

环境按下了快进键。其中，宁德时代投资 500 亿元打造宜春新能

源锂电池全产业链项目，项目从接洽到正式开工只用了 10 个月，

创造了宁德时代项目投资的新速度。

传承，体现在扛起为民之责中。今年是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

兴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十年间，赣南苏区 239.8 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2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104 个贫困村全部退

出。过去困扰赣南人民的住房难、喝水难、行路难、上学难、看病

难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赣南苏区全面迈入“高铁时代”，老区

人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传承，体现在永葆担当之心中。一封封按满红手印的请

战书、一张张写满名字的值班表、一个个舍小家顾大家的身

影 ……近年来，面对世纪疫情和鄱阳湖流域超历史大洪

水，全省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以“关键时刻

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的实际行动，凝聚起保

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磅礴力量。

传 承 是 最 好 的 纪 念 ，践 行 是 最 有 力 的 传

承 。 新 的 赶 考 之 路 上 ，4500 多 万 赣 鄱 儿 女

将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视 察 江

西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聚 焦“ 作 示 范 、勇 争

先 ”的 目 标 要 求 ，大 力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赓 续 红 色 血 脉 ，弘 扬 优 良 传

统 ，讲 政 治 、践 忠 诚 、勇 担 当 、

重 实 干 ，携 手 书 写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江 西 的 精

彩 华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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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

瑞金市沙洲坝镇八一希望学校的学生，来到红井景区开展研学活动。（遥控拍摄） 本报首席记者 杨继红摄

续写红土圣地
新的时代荣光

万仁辉

南昌城头，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

治的第一枪；井冈山上，八角楼的灯光照亮农

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红都瑞金，华屋后

山 17 棵松诉说“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共和国的

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中国工人运动的摇

篮。这里的一山一水都留下了先烈先辈的战

斗足迹，一草一木都记录着可歌可泣的英雄

故事。

于 高 山 之 巅 ，方 见 大 河 奔 涌 ；于 群 峰 之

上，更觉长风浩荡。生活工作在江西这片红

土圣地上，每一次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每一次

对革命先烈先辈的追忆缅怀，都让我们对跨

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有

更深刻的理解，对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意义

和时代价值有更具体的认识。

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当好红色文化

的弘扬者、践行者，每个人都必须拿出实际行

动，坚决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扛起自己该

扛的那份责。新的征程上，让我们一起乘风

破 浪 、披 荆 斩 棘 ，续 写 红 土 圣 地 新 的 时 代

荣光。

血脉永续 赣鄱日新
本报首席记者 万仁辉 本报记者 刘 斐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游人如织，

游客来到这里接受红色洗礼，缅怀革

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井冈山茨坪南山景区的“星火相传”雕

塑，雄伟壮观。雕塑以革命传承为主题，如

今已成为井冈山一处“网红打卡地”。

本报首席记者 杨继红摄

永新县三湾改编纪念馆。史港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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