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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历史悠久，古生物群遗址见证
了人类史前的生命足迹；

这里，文化厚重，“五尺道”“南夷道”
诉说着内地与边疆的交流和交融；

这里，扎西会议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
利新阶段；

这里，45个民族拥有各自独特的智慧
和文化传承，保留着古老的传统文化；

这里是磅礴乌蒙，大美昭通。
6月14日，昭通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主题旅游线路新闻发布会召开，会
上发布了三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旅游路线，即红色文化旅游线、历史文化
旅游线和民族风情旅游线。

旅游，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桥
梁和纽带，在促进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
经济相互依存、情感相互亲近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在潜移默化中推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三条旅游线路中，一处处
古迹、一件件文物、一个个节庆，是昭通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佐证。

大自然的馈赠、多彩的民族文化、革
命者的红色足迹，都为昭通做好“文旅+”
文章提供了生动素材。近年来，昭通积
极探索“民族团结+文化旅游”新路子，以
民族团结进步带动文化旅游发展，促进
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让民族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民族团结之
情源远流长。

追寻红色足迹

初夏时节，满山翠绿，莺啼百转。
位于乌蒙山腹地的镇雄县、威信

县、彝良县，以原汁原味的生态美景、
层叠盘旋的诗画田园，以及独具特色
的民族风情而闻名。然而，它们的旅
游文化资源远远不止于此。

它们的一山一石浸染了厚重的
“红色基因”。

1935 年 2 月 4 日至 14 日，中央红
军长征途经威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此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
议。扎西会议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基地。扎西会议被中央党史研究室
列为红军长征 35 个重要事件之一。
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
时强调，要讲好“扎西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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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云南扎西干部学院因长征而生、
应传承而建、为使命而兴。这些年，学
院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学员，他们重
走红军走过的长征路，聆听英雄事迹，
瞻仰红色文物，品尝“忆苦思甜餐”，切
身体验红军们在这里经历的“震撼往
事”，探寻“初心”源头……

《殷禄才拖枪闹革命》《成立抗日
后援军》《李乡长救出六红军》《胡志珍
虎口脱险》……一幅幅红色历史画面
在讲解员陈瑶的讲解下又“活”了起
来，一个个红色故事和感人情节勾起
了学员的种种情怀。

陈瑶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培训部
的一名教师，从事故事党课、现场教
学、激情教学等工作。作为学院成立
后的第一批教师中的一员，从最初的
青涩懵懂到如今的信手拈来，面向各

地的学员讲解了多少场次的红色故事，她
也数不清了。

这些年，她明显感到来威信参观的研
学团队呈井喷式增长。“讲好党的故事、革
命的故事、英雄烈士的故事，挖掘好、保护
好、利用好、传承好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对
广大群众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思想道德教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陈瑶说。

追寻红色足迹，革命老区的一山一石
在深情诉说。在这些地方，每个红色旅游
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每条
红色精品旅游线路都能吸引很多游客。

2023年，威信县共接待游客216.12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0.7亿元，促进
各族群众持续增收。

“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把红色
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近年
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
红色资源保护。

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红军长征留
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何将红色资源进
行挖掘和整合，使其化作持续发展的动
力？这些是作为“红色县区”的镇雄、威
信、彝良在实现发展的同时，不断思考和
深耕的课题。

多年来，镇雄、彝良、威信始终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充分发挥红色资
源富集比较优势，把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

相结合，讲好红色文化故事，利用红色文
化激活经济社会发展。如今，这一系列项
目正在有序推进：打造全国红色教育培训
新高地；重点打造花房子会议会址、庄子
上会议会址、江西会馆会议会址展示园，
建成红军长征过云南情景体验馆、红军长
征标语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展陈
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展
陈馆，建成四渡赤水长征历史步道、环山
览胜文旅观光体验步道等，“三园五馆两
道”的红色教育矩阵初步形成。

游客通过沉浸式体验教学感受扎
西会议、四渡赤水、乌蒙山回旋战等中
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依靠各族人民
开启胜利之路的红色文化故事，开展

“重走长征路”活动，通过“会说话”的红
色遗址遗存、纪念设施等，让游客触摸
历史、展望未来，将红色精神植入心灵
深处，涵养各民族热爱祖国、热爱中华
民族的家国情怀。

从红色扎西小镇到水田湾子苗寨，从
水田花房子会议会址到石坎庄子上会议
会址，从贺龙指挥部旧址到罗炳辉将军纪
念馆，一路上，听导游讲述一个个故事，这
些故事里的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

走进镇雄、彝良、威信，我们去寻找、
去感悟。

身处其间，遥想当年，革命的种子在
乌蒙大地迅速播撒开来。

或许你我更会明白，什么是山河无
恙，这盛世如你所愿。

曾守护过这片土地的他们，都不会
被遗忘。

而他们，也将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邂逅历史文化

听，马蹄声声……茶马古道上的千
年回响，一目三千年的盐津豆沙关从远
古走来。

看，江水滔滔……在乱石荒滩上崛
起的“万里长江第一港”——水富港闪
耀在金沙江畔。

寻，悠悠古城……昭阳小巷里的古
砖青瓦，每块都是历史，诉说着背后的
那份久远，也诉说着民族融合的往事，
万千故事激胸膛。

触，朱提银熠熠生辉……鲁甸乐马
厂矿洞满山，炉火通明，一路檐灯高挂，
昼夜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探，马湖府的荣耀……马帮古道写
满了岁月的苍凉与无奈，记载着坎坷，
带着疑问探寻绥江古城的沉没与新生。

从发布的历史文化旅游线路看，线
路从鲁甸龙头山出发，途经昭阳龙氏家
祠、昭通古城，再到盐津豆沙关、水富邵
女坪，在绥江马湖古城结束行程，从南
到北串起了灿烂的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是先辈们在历朝历代的
生活劳作中为我们留存下来的丰富遗
产，它既展现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人文景
观，也体现为一种历久弥坚的可贵精
神。今天，怎样充分利用历史文化促进
旅游兴市成为市委、市政府和人民共同
面临的课题。

端午假期，昭通古城广东会馆内热

闹非凡，昭通端公戏、昭通花灯、昭通唱
书、京剧等非遗传统戏曲精彩上演。徜
徉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抬头望去，辕
门口、陡街、文渊街、怀远街、挑水巷等
历史文化街区正拂去历史尘埃，一砖一
瓦、一梁一栋、一街一巷都在释放古城独
有的魅力。

昭通古城位于昭阳区，以辕门口为中
心，老城有四门，东为抚镇门，南为敉宁
门，西为济川门，北为趣马门。古城以清
代建筑为主体，又包含民国、中西合璧建
筑形式的多元化建筑风格，曾一度遍布川
地庙（成都会馆）、陕西庙（西安会馆）、雷
神庙（江西会馆）、妈祖庙（福建会馆），以
及两广会馆、两湖会馆、云南会馆、贵州会
馆等十五个规模宏大的清代会馆，是远近
闻名的“会馆之都”。

精心打造，就要把历史文化体现在城
市建设中。市长杨承新曾在昭通古城保
护利用专题办公会上指出，昭通古城保护
利用工作在传承历史文脉、完善城市功
能、改善群众人居环境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要把古城保护利用和改善居民生活
环境紧密结合起来，真正传承好历史文
脉，让人民群众享受更优美的环境、更便
利的生活，留住城市“烟火气”、展示城市

“老场景”。
昭通古城属清雍正年间的历史遗迹，

见证了昭通城市的历史变迁和繁荣发
展。当年极为辉煌的古建筑已被历史的
洪流淹没。2022年以来，政府多次对昭通
古城的修复与保护开展了专题调研及研
究论证，划定了以辕门口为中心的2.97平
方公里范围内为古城恢复与保护的核心
区，确定了 3年内把昭通古城打造成云南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5年内申报成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的目标。自昭通古城保护
工作启动以来，作为昭通历史上丰富的商
道文化符号被保护、修缮，从此焕发新的
生机。

溯历史河流而上，用今日战略眼光。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杨廷光介绍，近年

来，昭通深入挖掘各民族特色旅游资源，
市级统筹安排资金对李耀庭家庙、广东会
馆等昭通古城景区文物进行保护修缮，对
朱提故城进行了统一定义；充分挖掘豆
沙关五尺道景区“民族团结丰碑”——袁
滋题记摩崖石刻的深刻内涵，向游客讲
述“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
睦”的重大意义，增强各民族对“四个共
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深入挖掘研究
和阐释昭通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
化、民族民俗文化，打造一批优质民族文
化产品，以舞台演艺、文化旅游等多种形
式展示，创作出《那年红军到扎西》《阿依
古举》等百余个文艺精品。

来自山东的旅行博主“刘同学爱侣
行”——刘峻铄和妻子曲星，2023 年 12
月，夫妻俩开着房车来昭通旅行，来了就
喜欢上了昭通，一待就是三个多月。他们
欣赏名胜古迹、领略风土人情、感受自然
风光、品尝各地美食，让更多的人跟随他
们的脚步看到昭通、爱上昭通，让昭通被
更多人看到。

曲星说：“我们夫妻俩喜欢旅游，游览
过祖国的大江南北，这次看到了不一样的

昭通，昭通的小肉串、米线、炸洋芋、凉粉
都特别好吃。”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味道；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每一座城市，都有厚重的历史。
历史长河的积淀和大自然的恩赐给

昭通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遗
产。在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春潮
涌动，生机勃勃……

领略民族风情

绚丽多姿的民族服饰、赏心悦目的民
族歌舞、丰富多彩的民族活动、特色美味
的苗家宴席……今年花山节与端午节撞
了个满怀，连日来，精彩的民族文化交流
活动在昭通掀起了一阵阵高潮，昭阳省
耕国学文化公园、大关靖安、永善马楠、
绥江板栗、水富两碗等地各族群众竞相
登台演出。

一场场精彩的文化旅游盛宴，让游客
大呼过瘾。

祭祖巡游、踩花山、苗王招婿、歌舞表
演、篝火晚会、特色苗家长桌宴……绥江
县板栗镇蝴蝶苗寨举办的花山节让游客
余鸿雯连连称赞，直呼看点多多。“苗族同
胞很热情，氛围非常浓厚，场面相当壮观，
我们参与到他们的节目表演中，一起跳
舞，一起唱歌，体验感非常不错，下次还想
来。”游客余鸿雯说。

民族节庆活动最能体现民族文化，今
年，更多、更好玩的民族节庆活动成为昭
通的一大亮点。

好山好水看不足。从巧家大寨镇车
坪彝族村出发，全程 580 公里左右，途经
鲁甸桃源生态旅游区、昭阳葡萄井景区、
大关黄连河景区、永善云上马楠、绥江蝴
蝶苗寨。一路上，彝族、苗族、回族等民族
风情绚丽多姿，万亩草场、壮美瀑布、芦笙
歌舞、地道美食、特色村寨等丰富多彩，不
知不觉在“吃、住、行、游、购、娱”中陷入壮
观的自然美景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中无法
自拔。

近年来，昭通坚持“融”的导向，以旅
为媒、以旅促融，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打造、
传承发展端午节、彝族火把节、苗族花山
节等民族节庆活动，赋予民族节庆活动新
功能、新内涵，不断提升昭通民族文化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举办各种形式的节庆活
动、文化交流活动和民俗活动，让各族群
众在共同参与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同
时有效带动住宿、餐饮、娱乐、交通等行业
增长，促进群众增收。

旅游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极大地促进
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重
要作用。

山水有相逢，来日皆可期。
在这片土地上行走，可以一日领略不

同纬度上才能领略的奇妙风光景致、多姿
多彩的民族风情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昭通，看山看水看
锦绣乌蒙，相知相交结深情厚谊。在你来
我往的流动中，在彼此欣赏的互动中，各
民族兄弟姐妹越走越亲近。

演绎苗族婚俗演绎苗族婚俗。。

长街宴长街宴。。

马楠花山节马楠花山节。。

民族团结一家亲民族团结一家亲。。 通讯员通讯员 丁世新丁世新 摄摄

拦门酒拦门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