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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视界

二月里来到扎西，春寒料峭。
春雨沥沥，乍暖还寒。卓家勇走进扎西

会议会址，沿着石阶向上走，他专注的目光
扫过一间间陈列室，再沿着石阶走向扎西会
议纪念馆。

担任扎西会议纪念馆馆长的他，每天都
按这样的行走路线去上班。

近年来，威信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
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相关要
求，全力挖掘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引领全域
发展。

“每个纪念馆都有自己的独特资源和
比较优势，这是每一个纪念馆的竞争力所
在。”卓家勇对扎西会议纪念馆有着深厚的
感情。扎西会议纪念馆作为革命旧址类纪
念馆，他认为最核心的是，要在原有基础上
增加内容，突出文物原件，让文物“说话”，
做好文物活化利用。“文物和文物旧址是纪
念馆存在的意义和精神信仰的所在。”

扎西会议纪念馆是一个以红军长征为
主题，集收藏、展览、研究、瞻仰、宣传教育等
多种功能为一体的专题纪念馆，作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基地”“云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青少年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基
地”“廉政教育基地”，它体现出的是展览
的情感互动和人文交流。卓家勇介绍道，
为更好地挖掘和展示丰厚的红色文化资
源，助力党史学习教育，扎西会议纪念馆
面向社会征集革命文史资料和红军物件
600 余件，拓展完成“赓续红色文脉·讲好
扎西故事”专题成果展、川滇黔边区游击
纵队史迹展布展。

近年来，威信县实施扎西会议纪念馆
数字化保护项目，完成扎西会议纪念馆 42
件（套）精品文物三维数据采集，35 件（套）
精品文物高清拍照采集，并将数据信息录
入昭通红色网馆，对馆藏文物进行数字化
采集和互动展示，打造红色文化掌上“博
物馆”。

卓家勇说：“一直以来，扎西会议纪念馆

通过展陈解说、纪念日活动、爱国主义宣讲、
馆藏研究等系列活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
扎西会议故事，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激
发干部群众爱国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扎西会议纪念馆充分培育和挖
掘境内教学资源，以点带线、以线促面、点
面结合，实地讲授感染力更强，使培训教育
有声有色。

“讲好扎西会议故事，赓续红色血脉，是
我工作的责任和义务。”采访中，扎西会议纪
念馆的一名讲解员如是说。扎西会议纪念
馆注重搭建青少年交流平台，以重要时间节
点和重大纪念日为契机，广泛开展行走的课
堂，设计推出青少年参与便捷、形式多样的
活动，引导各族青少年在交流体验和融情实
践中传承红色基因。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在加强学术研究
的基础上突出文化传承，更加突出服务社会
的时代要求。”卓家勇娓娓而谈。

我生于革命老区威信扎西，立身、立志
于这片红色热土。

在祖国大西南的乌蒙大山深处，扎西这
座革命精神文化地标在岁月的沉淀中崛起，
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为共产主义
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厚植于此，“对党
忠诚、人民至上”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
寒来暑往，于天地间养浩然正气。自我出生
之日起，它便赐予我坚韧的品格、红色的血
脉、时代的使命。

时代从未让万物停歇过，它赋予日月星
辰普照万物的使命，赋予山川河流只此青绿
的使命，赋予花草树木春风又绿的使命，而
我的使命是传承革命先辈光荣的革命传统
和伟大的斗争精神，成为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主题教育的纯洁之地。

我的名字叫作“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主题教育馆”。2023 年 5月底，在云南省
纪委监委的指导下，在昭通市纪委监委、威
信县委的共同努力和相关党史专家对史实
的严格把关下，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云
南省首家“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主题教
育馆”在威信落成，我就此而生。

我坐落于云南扎西干部学院内，身宽
1066 平方米，置身于威信县山峦叠翠、林
木葱茏的土地间。我的“血液”里流淌着
扎西会议精神，它是“改组党中央的领导
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新阶段”的一次重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
继续、拓展和最后完成，是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在党史、军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我的“脉络”里流动着“永远
跟党走”“永远不动摇”“永远在路上”的忠
诚气息；我的“五脏六腑”则由 4.2 万余字
文献资料、186 张图片、172 个视频和 18 座
雕塑，并以文字展板、史料文物、视频点
播、情景互动等形式构成。我“讲述”的故
事以红军集结扎西期间发生的博古交权
花房子、十个连长一个班等红色故事为
主。我的“身体发肤”、我的“躯干骨骼”、
我的“精神气息”，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
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新时代十年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壮阔历程。

为了充分发挥我的作用，省、市、县三级
相关单位与云南扎西干部学院将主题教育

馆现场教学列入党员干部学习培训的“必选
项”，联手打造纪律教育红色精品课程、精品
路线，在红色革命战斗遗迹遗址现场讲述红
军不惧山高水险、敌情险恶，以行动坚决捍
卫党的纪律规矩的红色故事；线上开发主题
教育馆，开启“云参观”模式；开展“红色扎西
你我同行”读书班活动，强化对干部的纪律
规矩意识教育。

截至目前，我已接待省内外参观学员64

批 3800 余人次，成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党性
教育和政治纪律教育的重要场所。

时代造就我，就是要让前来学习的党员
干部从政治上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
义，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历史脉络
中汲取智慧和精神养分，从而凝聚起党员干
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我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一粒种子，誓将
守护这片充盈着浩然正气的净土。

一个主题教育馆的自述
记者 马 燕

“姐，我也是红军了！”当看到演员捧着
领到的红军服，当听到这句激动人心的话
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滚了下来，总有一种
赤诚的感情在心中激荡。

“音乐剧《那年红军到扎西》是一部具有
深刻历史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它成功地
将红军长征途经扎西的历史事件与音乐剧
这一艺术形式完美结合，是一部满溢革命激
情、洋溢青春活力的红色题材音乐剧。”导演
张晓欧介绍，该剧以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
征路过威信县扎西镇召开的“扎西会议”为
创作背景，讲述了一个有关信仰、理想和青
春的感人故事。

大型原创音乐剧《那年红军到扎西》是
云南省 2023 年基层宣传文化补助项目、云
南省讲好“五个故事”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
之一。该剧由市文化和旅游局牵头、市文化
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具体组织实施。2023年，
红色舞台剧目创作被纳入昭通市重点工作
内容后，相关负责人对接上海、昆明等地专
家，邀请省内外舞台剧、党史、民族文化等领
域的专家进行多次论证和指导，就音乐剧形
式、内容、剧本、音乐、舞美等方面进行沟通

协调、当面请教学习，为音乐剧的创作打下
专业基础。2023年底，完成前期剧本创作、
舞美灯光、排练合成等工作。

“红军长征的历史如一座精神宝库，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激发出强大力量。
演出令我深受感动，让我深刻体会到共产党
人的革命初心。”观众欧运忠说道。2024年2
月4日、5日，大型原创音乐剧《那年红军到扎
西》在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场开展了两场审
查演出，演出邀请省、市相关部门领导、业内
专家及舞台艺术爱好者共计900余人现场观
看。不少观众看完演出后，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沉浸在那个火热的革命年代的氛围中。

大型原创音乐剧《那年红军到扎西》以红
军指战员杨明的视角切入，通过他亲历三次
会议的召开，讲述他见证了扎西会议推动中
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的红色革命故事。杨
明作为青年指战员的代表，拥有坚定的革命理
想和信念，积极在群众中播撒革命火种，感染了
以陶彩月为代表的当地普通百姓成长为具有
革命信仰、意识觉醒的红军战士。该剧表现了
红军将士英勇无畏、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英雄
气概和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的浓浓情
谊，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

观众赵黎儿说：“这部剧通过年轻的红
军战士、当地村民的视角，展现出那种对信仰
的坚持和向往，以及无畏的革命斗志，好多场
景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该剧通过杨明这一

角色的成长与转变，巧妙地串联起了会议的
历史意义，使得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
够深刻感受到革命历史的厚重和深沉。

业内专家评价道：“这部音乐剧主题突
出，主线清晰，表演到位，极具感染力。”

相关负责人深入领会扎西会议的深刻
内涵，吃透剧目创排的历史意义，组织音乐
剧主创团队先后 6次深入威信县扎西镇、水
田镇等地开展实地采风活动。

主创人员详细了解红军当年在威信县
的历史事件、风土人情及其对扎西的影响，
为音乐剧的创作提供充足养分；从剧本的结
构、人物设定、音乐风格等方面开展多轮修
改完善，为音乐剧的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大型原创音乐剧《那年红军到扎西》制
作人陶锐充满信心地说：“这部剧是昭通的
第一部大型原创音乐剧，也是为云南省讲好

‘五个故事’而创作的第一部音乐剧，拟定
2024 年 5月初完成音乐剧复排合成后在昭
通演出 1—2 场。后期将积极争取项目资
金，适时开展全省巡演。”

在观看了演出的相关片段后，我被深深
地震撼了。大型原创音乐剧《那年红军到扎
西》集话剧、舞蹈、朗诵为一体，整合了多种
舞台艺术形式，精湛的表演和引人入胜的故
事情节带给观众沉浸式的观感体验，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

我们期待着，在昭通看到大型原创音乐
剧《那年红军到扎西》。

扎西会议纪念馆让文物“说话”
记者 陈允琪

那年红军到扎西
记者 陈允琪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主题教育馆”外部景观。 通讯员 郑方星 摄

扎西会议纪念馆里红军留下
的 X 光机。 记者 田朝艳 摄

大型原创音乐剧《那年红军到扎西》。
通讯员 陶 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