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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25 日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扎实推进红色文化保护传承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

庆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红色资源和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充

分发挥资源优势，扎实推进红色文化保护传承。

一、立足“看得见”，科学保护红岩革命文物。一是坚持规划

引领。以国家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为指导，结合红岩实际，修订《重

庆红岩遗址保护区管理办法》；编制《红岩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工程

实施方案》，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并公布实施；编制国家重点文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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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规划 2个，为红岩革命文物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二是注重整

体保护。以确保革命文物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

为原则，统筹推进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文物本体保护与周

边环境保护，修缮文物本体 26处，修复可移动文物 37件（套）。

核定文物遗址最大承载量，实行网上预约限时限流参观，减轻文

物本体保护压力。三是运用科技赋能。实施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

4 期，建立藏品信息管理系统和文物保护专项档案库，实现红岩

革命遗址遗存全景漫游；将革命文物保护纳入“互联网+中华文

明”行动计划，打造“中国红村网云平台”，建成红色资源公共数

据库，打造《红岩记忆》数字体验厅。

二、围绕“记得住”，深化红岩精神研究阐释。一是深化基础

研究，凝聚理论共识。围绕“红岩精神”“中共中央南方局史”等

主题开展系统研究，推进《弘扬“红岩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研究》

等课题 28个，出版《民众抗日救亡》等图书 13部，形成了一批

重要理论成果，一定程度上理清了源流之争，实现了正本清源，

深化了理论共识，提升了红岩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

中的地位。二是动员社会参与，整合研究力量。整合党史研究部

门、高校、社科机构等研究力量，召开红岩精神研究专家咨询会

5 次，与重庆大学等 3 所高校共建红岩精神研究中心；开展学术

交流，促进协同攻关，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革命

精神”学术研讨会等 2次；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红岩精神研究选题

29个，遴选并资助优秀选题 5 个；围绕重庆谈判纪念馆筹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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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集“重庆谈判”展览大纲文本，增强研究合力的同时，也扩

大了宣传效果。

三、力争“传得开”，加强红色文化宣传传播。一是细分受众，

搭建传播平台。在各区县及西藏昌都等地创建红岩文化室 31个，

在企事业单位、驻渝部队和大中小学创建“周恩来班”、“红岩班”

等特色班队 86个，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共建红色文化教育联

盟，组建红岩故事宣讲团，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宣传传播网络，

以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把红色文化送到人民群众

家门口。二是突出特色，精耕主题活动品牌。赴全国各地开展“让

烈士回家”活动，深入市内中小学开展“小萝卜头”进校园系列

活动；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打造“传

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红岩革命故事展演”，赴市内外高

校等演出 66场；改变传统单向输出模式，鼓励受众主动参与传播

红色文化，策划了“红岩故事厅——寻找红岩发声人”活动，评

选出发声人 33名，甚至吸引到新疆等外地群众担任“云发声人”。

三是结合时代，打造红色文艺精品。聚焦红岩题材、运用最新研

究成果、结合时代要求，打造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红色文艺精

品，借助文艺作品感染力、传播力加强红色文化的浸润效果。策

划出版小说《最后的 58 天》，广受读者欢迎；联合拍摄电视剧《重

庆谈判》，列入国家广电总局“百部”重点剧目；打造实景剧《歌

乐忠魂》，启动驻场演出。

四、坚持“融得进”，实现红色文化当代价值。一是融入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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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整合红岩村、曾家岩、虎

头岩三处红色遗址，启动红岩文化公园首期项目建设，重点建设

两院三馆，打造“红色三岩”文旅品牌。二是融入党性教育。推

动红色资源融入新时代干部队伍党性教育，建成专业化、系统化、

政治教育，实施国家文物局“革命历史类博物馆进校园示范项目”，

深化馆校共建，完成“九个一”进校园框架和 10个示范活动项目

成果，打造红岩特色课程 20余门。（红岩联线管理中心

特色化红岩党性教育基地，推动建设红岩干部学院，打造 28个现

场教学点和 39门特色课程，为全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和“四史”教育搭台服务，累计培训班次 200余个、

学员 8万余人次。三是融入校园课堂。推动红色资源融入学生思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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