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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舟横今犹在
——从《长征第一渡》看赣州红色旅游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美春 蒋少征 焦俊杰

新干打造外贸发展新模式

1 月的于都河，碧水清波，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耸立，一批又一批

游客慕名而来，追寻红色足迹、感悟初心

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纪念馆曾动情地说，现在国家发

展 了 ，人 民 生 活 变 好 了 ，我 们 要 饮 水 思

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要忘了党的初

心和使命，不要忘了我们的革命理想、革

命宗旨，不要忘了我们中央苏区、革命老

区的父老乡亲们。

赣州是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域，是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艰苦卓绝的南方三

年游击战争在此浴血坚持。这里留下了

许多气贯长虹、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孕

育 了 苏 区 精 神 、长 征 精 神 ，红 色 底 蕴 深

厚、红色资源丰富。

时光流转，岁月更替。牢记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让红色资源焕发新的时代

光芒，成为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孜孜不

倦日夜求索的课题。近年来，赣州市深

入挖掘红色资源精神内涵，活化利用红

色资源，打造红色文旅精品，大力发展红

色旅游，打造红色全国基因传承示范区，

变红色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谱写苏区

振兴发展新篇章。

文艺精品 浸润心灵

“你等过人吗？等了多久？你等的

人，他回来了吗？”随着舞台大幕开启，一

位提着马灯的老人佝偻着身子，发出震

撼人心的灵魂之问。1 月 10 日晚，于都县

长征大剧院内，大型红色文旅史诗舞台

剧《长征第一渡》上演，在一个个感人的

英雄事迹、精彩的战斗场面中，回望气壮

山河的峥嵘岁月，讲述波澜壮阔的长征

故事。

红 色 故 事 打 动 人 ，革 命 信 念 滋 养

人。“太震撼了，太好看了”“故事很感人，

场面很逼真”……很多看完演出的年轻

人在网络平台上分享感受、倾情推荐，尽

显红色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自 2023
年 3 月首映以来，该剧已演出 186 场，吸

引全国各地游客 12万余人次参观。

欣喜的是，《长征第一渡》的上演，极

大带动了于都红色旅游、红色培训发展，

实 现 从“ 过 境 游 ”到“ 过 夜 游 ”的 快 速 转

变，激发红色旅游强劲活力。该县新长

征宾馆十分火爆，2023 年 1 月 9 日投入使

用以来，接待量已超 67 万人次，营业额突

破 5000 万元。2023 年，该县实现红色旅

游综合收入 84.2亿元，增长 28.3%。

“《长 征 第 一 渡》好 评 如 潮 、深 受 欢

迎，让我们感受到了红色故事旺盛的生

命力。”该剧导演肖向荣介绍，今年是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下一步他们将

持续打造好、运营好《长征第一渡》，对剧

院 和 剧 目 进 行 优 化 提 升 ，让《长 征 第 一

渡》真正“留得住、传得开”，让长征精神

激励一代代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这几年，赣州市好戏连台，以红色故

事为题材创作的文艺精品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大型赣南采茶歌舞剧《八子参军》、

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大型经典

音乐史诗《长征组歌》等红色文艺作品不

断推出。得益于持续推进红色文化氛围

提升工程，该市狠抓红色题材剧目创作

生产与演出传播，聚力打造了一批接地

气、传得开、留得下的红色精品剧目，不

断满足游客对红色文化创新性叙述表达

的渴求。

革命旧址 再绽芳华

3.94万平方公里的赣南大地，1080处

革命旧址点缀其中，45366 件馆藏文物光

耀青史……在赣南，红色旧址星罗棋布，

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把红

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已成为各地共识。

走进宁都小布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

群，古朴庄重的革命旧址与生态宜居的

秀 美 村 庄 交 相 辉 映 ，成 为 一 道 亮 丽 风

景。“我们坚持革命文物保护与秀美乡村

建设相结合，依托红色旧址群，将小布镇

打造成集红培、旅游、体验为一体的特色

景区。”宁都县博物馆馆长郭跃峰说。

在寻乌，该县以毛泽东同志在寻乌

的革命足迹为主线，重点实施了毛泽东

寻乌调查纪念馆、圳下战斗旧址、罗塘谈

判旧址、罗福嶂会议旧址等“一馆七址”

项目，红色旧址焕然一新。石城县深入

挖掘少共国际师历史，投入资金 1200 万

元，还原小松镇丹溪村红军兵站、红军医

务室等红色旧址，打造业态丰富的红色

文化体验综合体。

为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赣州市

按照“抢救一批、保护一批、提升一批”的

工作思路，启动编制《赣州市红色资源保

护与开发利用总体规划》，成立红色资源

保护发展中心，开展红色资源调研普查，

加强革命旧居旧址保护，推进革命旧居

旧址保护法治化。

赣州市抢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机遇，重点打造了瑞金市中央红军长征

决策和出发展示园、长征历史步道瑞金-
于都示范段等一批展示项目，成为红色

研学、红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文旅融合 创新发展

仲冬时节，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内，

革 命 旧 址 规 整 肃 穆 ，不 少 游 客 正 在 参

观。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简称“一苏大”）旧址，游客通过

摄像头和 AR 合成技术将照片合成一张

“一苏大”代表证；在“穿越苏维埃”裸眼

3D 技术影院，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成立和长征出发的历史场景。

创新不止于此。在兴国县红兴谷研

学基地，走长征步道、玩真人 CS 对战参

观军工智慧馆等一系列新玩法备受游客

欢迎；赣州方特东方欲晓主题公园将红

色经典故事和英雄事迹打造成一系列沉

浸式红色文化体验项目，至今已接待游

客逾 300万人次。

“以往，红色旅游仅停留于看红色旧

址，存在感染力不足等问题。现在，各地

通过现代化技术，打造新场景、新业态、

新产品，推出一批网红打卡点，吸引越来

越多的年轻群体，让红色故事更加全面、

立体、生动。”上犹县文广新旅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付斐说。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赣州市以全

域旅游理念为指导，将红色文化与特色

旅 游 资 源 同 步 规 划 、同 步 开 发 、同 步 推

介，认真做好文旅融合文章，推动红色旅

游与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

等多种业态融合发展，助力红色旅游高

质量发展。

为 把 红 色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 发 展 优

势，赣州市集中力量于瑞金、兴国、于都

红色片区，按照“突出重点、打造龙头，一

县一品、错位互补”定位，唱响“共和国摇

篮 ”“ 苏 区 干 部 好 作 风 ”“ 长 征 集 结 出 发

地”等红色品牌，让赣州成为红色旅游的

热土。

“晏奶奶好……”1月11日下午4时30分左右，晏小群像往常一样

走进萍乡市安源区城区小学非遗课堂，带着孩子们一起雕刻花果。

花果，是萍乡民间的一种工艺果品。“无花果不成礼”，这是流传

于萍乡民间的一句俗语。

萍乡花果手工工艺历史悠久，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款寻

常果蔬被洗净、切叠后，经能工巧匠之手雕刻，再通过水浸、烫煮、糖

腌、烘烤等十余道工序，最终变成好看又好吃的精美“工艺品”。这

一质朴又满带生活气息的传统工艺在萍乡广为流传，其中以安源区

最为集中，花果也成为数代萍乡人难忘的记忆。

晏小群，安源区东大街张家大屋社区居民，也是萍乡花果手工

工艺代表性传承人。上世纪 90 年代初，出于好奇，她开始跟随自己

的婆婆学习这一手工工艺。“第一次制作，光雕刻就花了 5个多小时，

最终在一片白萝卜上雕出了树叶图案。”看着眼前的作品，晏小群打

心眼里欢喜。从那以后，她迷上了这一技艺，每天都会在果蔬上练

习雕刻四五个小时。

“要像拿毛笔一样拿雕刻刀，锋利的一面朝上……”晏小群告诉

记者，辣椒、南瓜、柚子、青菜梗等当季果蔬都是花果手工工艺的原

材料。花果的制作过程非常繁琐，每道工序都是靠手工完成，制作

出一个完美的萍乡花果大概需要半个月时间，有时候还会因为制作

过程中发生变形、破损等问题而前功尽弃。

近年来，以晏小群为代表的萍乡花果匠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不断对刀法进行创新，设计出了孔雀开屏、蝴蝶恋花、猴子献桃

等更为丰富的雕花图案。而每周四下午安源区城区小学的“花果雕

刻”非遗课堂上，也总能看到晏小群的身影。

“手工工艺品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萍乡花果的制作蕴含着独特

的艺术基因，是一份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安源区文化馆馆长谭恒

琦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手工工艺，她与东大街党委书

记沈乐拥有一个共同计划：2024 年春节前，在张家大屋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里辟出一方空间，创建晏小群工作室，常态化展示花果

作品，定期组织工艺交流，不定期开展观摩活动。“我们希望，萍乡花

果这一手工工艺能流传得更久远。”沈乐说。

月牙形雕刻法、旋转式雕刻法、对称式雕刻法……晏小群悉心

传授，孩子们尽情地尝试着不同的下刀方法。记者感觉到，有一种

力量，已在他们心中拔节生长。

本报新干讯 （通讯员李福孙、朱保林）新干县以创新外

贸发展体制改革为抓手，打造“跨境电商+海外仓”外贸发

展新模式，外贸出口发展态势良好。去年以来，该县有出口

实绩的生产型企业达 81家，新增 19家。

新干县深入推进外贸发展体制改革，充分发挥贸促会

在打通“内外双循环”新通道的主导作用，积极打造盐化和

箱包两个省级外贸出口转型基地，形成以盐化、箱包两大特

色产业为支撑，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服装纺织等产业为辅

助的出口格局，培育出天宇化工、新瑞丰生化、仰立新材料、

三元药业等年出口超千万美元龙头企业。同时，该县进一

步创新外贸出口业态，积极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外贸

发展新模式，吉之瑞箱包、大禾机械、亿星电子等 17 家企业

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中国制造网、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

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乐晟箱包、澳莱特服饰、丝路之梦纺

织等 7 家企业在国外建立 18 个海外仓、2 个零售网点、4 个

批发展示中心、9 个售后维修网点等国际营销体系平台，大

力拓展海外市场。

红色，是赣州最鲜明的底色，可歌可

泣、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在这里俯拾皆

是。随着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力度不断加

大，越来越多的红色故事次第“出圈”，红

色旅游的发展活力被充分激发。

近年来，赣州市在保护好利用好红

色 资 源 方 面 ，做 了 大 量 卓 有 成 效 的 工

作。一方面深入挖掘红色故事，盘活红

色资源，推进红色旅游景区提质升级，丰

富红色旅游新业态。另一方面，加大“引

客入赣”力度，优化“吃住行游购娱”旅游

要素，开展系列推介活动，向全国展示红

色旅游资源和品牌形象。

从赣州发掘红色文化内涵的实践中

可 以 发 现 ，红 色 文 化 不 是 刻 板 的 、僵 硬

的，而是鲜活的、生动的。赣州市深植红

色文化沃土，挖掘红色文化的育人伟力，

在 推 进 全 国 红 色 基 因 传 承 示 范 区 建 设

中，将红色文化融入人民群众生活，激励

一代又一代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

记者手记

江西麻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内，日产 200 吨优质稻米生产线

上，颗颗米粒在各种加工设备间

穿梭；米粉生产车间内，随着 6 条

直条米粉全自动化生产线全力运

转，每天有 100 吨麻姑米粉被摆

上全国各地百姓的餐桌……近年

来，南城县持续唱响麻姑米区域

公共品牌，不断提升麻姑优质稻

种植水平，大力推动麻姑米产业

发展，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

值，更带动了全县万千农户增收

致富。目前，该县麻姑米产业年

产值超 16亿元。

小小稻米，如何带动一个产

业，富裕一方百姓？

麻 姑 米 ，色 白 如 银 ，粒 似 珍

珠 ，煮 饭 易 熟 ，香 气 扑 鼻 ，已 有

1000 多年的种植历史。然而，过

去因栽种面积小、亩产低，麻姑米

未能走进百姓家。

21 世纪初，为使麻姑米成为

当地真正的“致富米”，南城县政

府和龙头企业开始主导麻姑稻改

良与绿色种植标准普及，与高校

合作，选育和种植了“外引 7 号”

“野香优莉丝”“野香优 2 号”等多

个优质水稻品种，为重塑麻姑米

品牌打下基础。

解决了种质问题，南城县开

始探索规模化种植路径，建立了

7 个麻姑米区域公共品牌水稻生

产标准化示范基地，推动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结合市场需求，我

们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以‘企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形式，推广‘订

单 农 业 ’模 式 ，持 续 带 动 农 业 增

效、农民增收。”南城县农业科学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推广研究员

周国振介绍。

1 月 10 日，冬日暖阳照在南城县上唐镇上舍村一望无

际的田野上，晨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小明正穿

梭其间，查看冬季绿肥作物长势。“现在田里养好肥，来年

收成才能好。”这几年，他与麻姑集团签订麻姑稻种植订

单，尝到了甜头。

“ 我 去 年 种 植 了 300 亩 麻 姑 稻 品 种 中 的‘ 野 香 优 莉

丝’，不仅销路不愁，价格也有保障。”陈小明告诉记者，种

苗由麻姑集团提供，收购价比普通水稻高出至少 20%，他

只负责把水稻管护好就行。目前，南城县麻姑稻种植订

单面积已达 27.6 万亩，带动和辐射农户 2 万余户，户均增收

超 2000元。

历经多年发展，麻姑米于 2018 年成为江西稻米区域公

用品牌建设重点支持的七大大米品牌之一。而这离不开

龙头的带动。2001 年，江西麻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身

为江西麻姑米粉有限公司）成立，依托麻姑文化创建品牌、

引进机械化生产设备等，进行麻姑米粉加工。公司通过与

北京工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于 2015 年底成功投产直条

米粉全自动化生产线，成为在全自动化生产与保留传统工

艺品质两个方面同时取得成功的直条米粉生产企业，产能

居国内行业前列。

以龙头为引领，南城县大力培育稻米深加工企业，鼓

励引导相关加工企业将产业链向下游不断延伸，促进整

个稻米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如今，麻姑米不仅可以被加

工成大米、米粉等食品，加工过程中废弃的稻壳可以输送

到锅炉进行燃烧变成热能；米糠经过再加工后，可提炼出

营养价值极高的液糖；提炼液糖剩下的糠粕，可以提炼出

卵 磷 脂、肌 醇、谷 维 素 等 高 附 加 值 产 品 。”周 国 振 告 诉 记

者，随着产业链条的延伸和粮食附加值的提高，该县涌现

出粮油生产加工企业和专业合作社 100 多家，其中日加工

能力 100 吨以上的就有 10 多家，每年转化原粮在 2 亿公斤

以上。

在火车站、商业街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麻姑米的品

牌宣传。不仅如此，为增加麻姑米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

南城县制订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走出去”工作计划，让

麻姑系列产品亮相国内外重要农产品展销会，传播区域公

用品牌。

一张照片中，“南城水粉”的招牌下，人头攒动，等候的

队伍拐了好几个弯。“这是麻姑米粉参加第三届中国米粉

节的盛况。”周国振指着照片告诉记者，“米粉节首日，现场

就完成了 2000余万元的麻姑米粉订单。”

不仅是线下展会，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麻姑米品

牌也大展拳脚。“2023 年，公司在传统电商渠道完成销售额

约 1600 万元。”麻姑集团电商负责人黄毅告诉记者，目前，

公司正在组建团队，进军直播电商行业，进一步扩大麻姑

米品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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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小群教孩子们雕刻花果。

▲制成后的花果可透光，十分独特。

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内的“长征渡口”。通讯员 肖章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