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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运用好遵义

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
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
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说

盛夏时节，红军山巍峨苍翠，遵义会议会址二层小楼熠熠生辉，小楼旁的“活文物”大槐树生机勃勃。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第一站就来到遵义。

那是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运用好

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021年2月和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两次到贵州考察，为贵州发展精准把脉定向。

三次到贵州实地考察，两次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讨论，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都从战略和

全局高度为贵州指路领航，推动多彩贵州精彩蝶变。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年来，800万遵义儿女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

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团结一心，接续奋斗，以昂扬的斗志、坚定的步伐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交出了一份厚重而温暖的

时代答卷，革命老区遵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新风采。

记者手记

烽烟散去，山河永念，精神永存。遵义市的358处长征遗址遗迹正在

“活起来”“火起来”，红色旅游年接待游客超2800万人次，大型长征文化

沉浸式演艺剧目《伟大转折》年吸引观众28万人次……遵义人始终牢记

嘱托，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红色基因已经融入干部群众的灵魂

血脉，英雄的精神更是融进这座城市的骨髓，红色文化在遵义这片红色土

地上开花结果，成为推动遵义在新时代长征路上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遵义人昂首阔步新征程。

总书记的话儿记心上
红色基因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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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

涵的遵义会议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熠熠生辉

的重要一脉。

2015 年 6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参

观。他走进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住过的房间和遵

义会议会议室，在遵义会议参会人员照片前久久凝视，听取

讲解。

忆想当时，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遵义会议精神研究

会会长陈松仍难掩激动：“总书记对历史很了解，问得很仔

细，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历史。”

“ 总 书 记 走 到 遵 义 会 议 陈 列 馆 大 厅 ，大 家 就 拥 上 前

去。总书记对讲解员说‘你讲得很好。要给大家好好讲，

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讲

解员刘澄澄说。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里，

总是游人如织。

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五星讲解员，刘澄澄每天要讲解

六至七场，每一场她都认真准备。工作之余，她喜欢查阅历

史类书籍，把人物故事融进历史背景中。

刘澄澄说：“只有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才能实现

‘好好讲’，通过讲解引导更多人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

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莫歉说：“我们会根据听众的年

龄、身份、认知习惯调整表达形式，用大家乐于接受的方式讲

好遵义故事。”

十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不断提升讲解水平和质量，围绕“好好讲”这一重要指示，

持之以恒开展全员学习培训和实践教育，通过“请进来”和

“走出去”，不断提高讲解员队伍的综合素质。一批讲解员被

评为“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他们也是遵义会议纪念馆

的“五星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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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928 年的遵义老城全景照片……遵义是中央红军在长

征途中攻克的最大的一座城市，当时城内有 3 万多人。”遵义市

“小小红色宣讲员”漆铭臣站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大厅，指着一张遵

义的老照片解说道。

这是遵义会议纪念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这是历史的回响。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到贵州考察，他强调：“遵义

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

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

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

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

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

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

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

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

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

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

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坚定了当代青少

年前行的步伐。

当代朝气蓬勃的青少年讲述革命前辈的烽火

故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从革命先辈手中接过历史

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近年来，遵义市将传承红色基因与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有机结合，启动“讲好长征故事·落实立德树人——

长征故事进校园”项目，1500 余名 8 至 14 岁的“小小红色宣

讲员”加入其中，成为红色基因传承的“代言人”。

在讲解中，红色种子也深深扎根于少年的心田，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多次参加解说的漆铭臣说：“在讲解中，我对红色历史有了更

多的理解和感受，这让我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党。我也会向同学们讲

好革命故事，影响更多人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

在漆铭臣影响下，他的妹妹漆筱妍也加入了“小小红色宣讲员”队

伍。兄妹俩不仅在遵义会议会址义务解说，还多次跟着“遵义会议·伟大

转折——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到全国各地宣讲。

为充分发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十年间，“行进中的

遵义会议纪念馆”全国巡展先后走进部分大学、军营和民族地区，生动展

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50 多场巡展吸引观众 100 多万人次。遵义会议

精神走进千家万户，红色文化遍地开花、生根发芽。

红
色
基
因
薪
火
相
传

日出东方，遵义会议会址这栋两层小楼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对革命战争时期留

下的红色旧址，要加强系统性保护。”

遵义会议会址由主楼和跨院两部分组成，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它和馆里的 2000 多件文物都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宝贝”。

早上六点，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未开放，文保员李若雪已经开始“巡

馆”，认真查看文物展陈，记录展柜里的温度和湿度。

“遵义的天气相对比较潮湿，对一些皮革类、纸张类文物的保管就

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每天都要查看数据，保证文物处于适宜的环境

中。”李若雪说。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 21 个革命

纪念馆之一。

1935 年 2 月 26 日，中央红军在攻取黔北天险娄山关的战斗中，

担任红十二团作战参谋的孔宪权腿部中 6 发机枪弹。根据组织安

排，为孔宪权留下 300 多块银元作为生活费，安置在金沙县大岚头

镇养伤。

20 世纪 50 年代，老红军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

长。他带着几个工作人员，走遍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贵州、云南、四

川交界的所有村庄，深入民间搜集革命文物、历史资料，并拍摄有

关照片，完成了贵州 44 个县（市）及川南、滇东北 5 县的征集采访任

务，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路线和战斗情况资

料 ，征 集 到 文

物 1286 件 ，拍 摄

了 数 百 张 珍 贵 的

历史照片。

这些珍贵的革命

文 物 、文 字 资 料 、照

片，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

批筹建的革命纪念馆——

遵 义 会 议 纪 念 馆 打 下 了 坚

实基础。

1961 年 3 月，国务院公布第

一 批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180

处，遵义会议会址就是其中之一。

遵义会议纪念馆始终把文物保护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同时，借助

高校的智力资源，与同济大学共建国家级研究平台，成立遵义会议研究会，

不断深化资料的研究工作，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依托现代高精度数字化

技术开展文物的创新性保护和展陈，使文物展陈更规范、更权威。

“等身幻影成像技术”再现遵义会议召开的场景；文物可在电子屏上

360 度旋转观看；乌江水流湍急、枪林密布，强渡乌江的画面更生动了……

十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不断结合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丰富展陈形

式和手段，让文物“活”起来，让场景动起来，增强体验感，传播正能量。

使命在肩，初心不改。

遵义会议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周俊南说：“十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严格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各项

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游客数量年年攀升，去年接待游客突破 900 万人

次，进一步发挥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和作用。2024

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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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刘澄澄在讲解。

遵义会议会议室。

遵义会议纪念馆诗词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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