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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县是一方红色的土地兴国县是一方红色的土地，，是闻名是闻名
全国的红军县全国的红军县、、烈士县烈士县、、将军县和苏区模将军县和苏区模
范县范县。。近年来近年来，，兴国县充分发挥红色文兴国县充分发挥红色文
化资源优势化资源优势，，按照按照““红色旅游红色旅游++研修研研修研
学学””发展思路发展思路，，以提升文化和旅游产品供以提升文化和旅游产品供
给水平为目标给水平为目标，，以融合发展为主线以融合发展为主线，，大力大力
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推动文化事业繁推动文化事业繁
荣创新发展荣创新发展。。

坚守文化阵地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立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兴国县持续完善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新

建图书馆、文化馆，两馆均被评为“国家一级馆”，县文化馆

获评全国服务基层先进集体；率先在全市建成首个城乡应

急广播体系；依托乡村春晚活动，打造 4 个创优村，其中永

丰镇果溪村获评全国“村晚”示范展示点。

丰富惠民活动，常态化开展送戏、送电影下乡活动，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兴国县连

续十年获评全省农村电影公益放映一等奖；组织《长征组

歌》驻地演出、全民K歌大赛以及阅读推广、书画展、山歌进

景区等节日文化活动；去年全年开展各类文艺演出、培训、

展览、公益讲座等活动 972 场次；同时，创新形式，举办“四

星望月”美食节、均村乡油菜花文化节、良村艾米果美食节

等文旅活动。

兴国山歌走进实验小学 赖 勇摄

《长征组歌》演出现场 陈 鹏摄

大型兴国山歌剧《苏区干部好作风》
剧照 赖 勇摄

坚持以干部研修和学生研学为主抓

手 ，兴 国 县 做 大 做 强 研 学 研 修 市 场 ，激

发 红 色 基 因 新 活 力 ；投 资 12.8 亿 元 ，打

造占地 900 亩的全省最大研学研修实践

营 地 —— 红 兴 谷 ，单 日可同时容纳 5000
名学生食宿和 2 万名游客参观游览。红

兴谷研学旅行营地先后被评为“全省十

大先进红色教育培训机构”和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

为 研 发 高 质 量 红 色 培 训 课 程 ，兴 国

县 以 革 命 旧 址 、纪 念 场 馆 为 依 托 ，邀 请

专 家 学 者 为 该 县 量 身 定 制 一 系 列 突 出

本地特色的红色培训课程。目前，已有

20 多 家 单 位 、企

业 在 兴 国 挂 牌 成 立 现

场 教 学 点 ，超 10 万 名 学 员 在

兴国开展研修活动。2023 年，兴国

县 累 计 接 待 各 类 研 学 研 修 人 员 146 万

余人次。

同时，兴国县依托红兴谷、苏区干部

好作风纪念园、党校、启耀故里等红色教

学点，量身定制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研学

研修旅行线路，打造红色记忆游、红色研

学 游 、红 色 乡 村 游 三 条 精 品 线 路 。2023
年，兴国县接待游客人数、旅游综合收入

分别增长 36.43%、38.82%。

做强研学研修
激发红色文化动能

坚持以“项目为王 ”，兴国县加快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兴国段）建设，争取了

兴 国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出 发 准 备 重 点 展 示

园列入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组建专门的

文旅招商团队，引进并建设温泉旅游度

假 村 酒 店 、万 达 锦 华 酒 店 、沃 尔 顿 开 元

名都大酒店、百里红山旅游景区等文旅

项 目 ；大 力 实 施 苏 区 干 部 好 作 风 纪 念

园、启耀故里红色旅游示范村等一批红

色景区提升工程，以项目提升促进旅游

发 展 。 同 时 ，兴 国 县 依 托 红 色 文 化 ，将

原 有 老 旧 街 区 打 造 成 会 讲 故 事 的 城 市

文 化 会 客 厅 —— 潋 城 文 创 街 区 和 平 固

街历史文化街区，其中潋城文创街区成

功创建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成为市民

游玩的新地标。

主攻项目建设
促进文旅产业发展

兴国县是著名的“中国山歌之乡”。近年来，兴国县

深挖红色资源富矿，不断丰富文艺精品创作。创作的大

型兴国山歌剧《老镜子》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以兴国县

原 苏 区 干 部 为 原 型 的 大 型 兴 国 山 歌 剧《苏 区 干 部 好 作

风》被 列 为 全 省 文 化 强 省 红 色 精 品 剧 目 ，参 加 了 第 十 二

届江西玉茗花戏剧节优秀剧目展演，并获得 2021 年度江

西文化艺术基金支持。

聘请国内专业团队，重装复排复演《长征组歌》，并常态

化开展驻地演出。自主打造的红色教育主题动画片《长征

先锋》，在全国 100 多家卫视和网络平台播出，多次登上

收视第一，并荣获 2020第二届延安文化传承博览会

文化旅游商品大赛银奖、第三届陕西历史文化动

漫游戏大赛二等奖、2022 年度江西广播电视奖

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同时，兴国县连续举办十二届山歌艺术

节暨山歌擂台赛，成立“模范兴国”合唱团，

举办首届《长征组歌》合唱比赛，开展首届

红色创意设计大赛、兴国山歌作品征集、

兴国山歌创作大赛等活动，并积极参与对

外文化交流活动，以活动搭建平台，推动文

艺精品百花齐放。

繁荣艺术精品
讲好兴国红色故事

兴国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

富，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近年来，兴国县积极探索非遗保护传承路径，推进客

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工作；建设非遗陈列

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四星望月文化景区、三僚堪舆

文化景区，与赣南科技学院合作成立赣南客家非遗数字化

研究基地和教学实践基地，打造兴国山歌、提线木偶等 20
处非遗传播基地以及 3个国家级非遗工坊。

依托非遗博物馆，兴国县开设现场教学、非遗工坊体

验、“非遗大讲堂”曲艺学唱等课程，通过非遗研学活动，激

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坚持举办非遗传承人培

训班、建立以师带徒的人才培养机制，培育壮大非遗传承

队伍；持续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景区、进校园活动，其中“兴

国山歌进校园实践案例”荣获全国“非遗进校园”优秀实践

案例。

迈入新征程，擘画新蓝图。展望未来，兴国县文广新

旅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人庆表示，将认真贯彻全省文化强

省大会精神，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不断擦亮将军故里、山歌之乡、军工摇篮三张

名片，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以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

的精神劲头，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弘扬传统文化
推动非遗活化利用

第十二届兴国山歌艺术节擂台挑
战赛 陈 鹏摄

将军公园航拍 陈 鹏摄

学生在红兴谷
研学 陈 鹏摄

““艾艾””上良村上良村、、相约相约““花朝节花朝节””
活动现场游人如织活动现场游人如织 敖雯菲敖雯菲摄摄

““金色花海金色花海 魅力均村魅力均村””首届油菜花文化节活动现场首届油菜花文化节活动现场 张张 宇宇摄摄
黄志勇 张 楹/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兴国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兴国兴国““五一五一””开心麻花喜剧节开心麻花喜剧节

国家4A级旅游景区——红兴谷研学旅行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