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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旅游委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近年来，全市文化旅游系统着力夯基础、强保护、促利用、

优管理，革命文物工作力量不断强化、基础更加夯实、保护利用

取得明显成效。 

一、着力夯实革命文物工作根基 

全面廓清革命文物资源，全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423 处，登

记备案革命纪念馆 27 家，馆藏革命文物 29374 件。强化革命旧址

规划引领和制度保障，出台《关于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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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 年）的实施方案》《红岩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工程实

施方案》，修订《重庆市革命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发布《重

庆红岩遗址保护区管理办法》。强化革命旧址保护法定工作，核定

公布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50 处、可移动革命文物 311 件。綦

江、酉阳、黔江、城口等 10 个区县纳入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

区分县名单。张自忠烈士陵园、特园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

设施、遗址名录。市级文物部门专设革命文物处，市级文物保护

专项资金向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项目倾斜，确保了革命文物工作专

人管、有钱干。 

二、着力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修缮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红岩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

统筹推进红岩村、曾家岩、虎头岩“红色三岩”保护提升，编制

《红岩文化公园保护提升规划方案》，红岩文化公园首期项目开

工建设，渣滓洞监狱旧址恢复开放，完成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楼

旧址、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等 8 处红岩革命旧址保护修缮，红岩

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工程推进经验在全国交流推广。完成重庆地区

最早建立的党组织之一—中共綦江支部、聂荣臻元帅故居、刘伯

承同志故居、赵世炎烈士故居、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城口

红三十三军军师团指挥部旧址等重点革命旧址保护展示项目 200

余个，革命旧址成为服务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 

三、着力推动革命文物“活”起来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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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开工建设，完成重庆红军长

征纪念馆选址和规划方案研究，实施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红三

十三军旧址等保护修缮项目，开展“奋斗新时代·重走长征路”

主题活动，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其中，綦江区整合财政、社会、

专项债等资金 3.95 亿元，全部投入长征公园项目。依托革命旧址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创建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綦江石壕红

军烈士墓、涪陵李蔚如故里等红色旅游精品景区，出版《重庆市

红色旅游概览》，推出红岩精神、统战文化、大革命文化、西南大

区建设等主题游线。2019 年，全市纳入统计的红色旅游景区接待

游客 233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5%。其中，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以 1150 万人次的参观量位列中国博物馆观众参观量第二位，仅次

于故宫博物院。 

四、着力推进革命文化传播传承 

成立红岩精神研究会，出版《中共中央南方局史》《红岩英

烈诗文选编》等红色读物，组织川剧《江姐》、话剧《幸存者》《红

岩魂》全国巡演 48 场，系统阐发宣传红岩精神。深挖革命文物价

值内涵，推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革命精神联展（1929

—1949）》《一代名帅刘伯承生平业绩展》《赵世炎烈士生平事迹展》

等专题展览。强化红岩党性教育基地教育功能，完善红岩村、歌

乐山、特园三大教学区及 20 余个现场教学点，红岩村教学区研学

线路获评“全国博物馆研学优秀线路”，红岩党性教育基地获评全

国“我最向往的党史纪念地”，2020 年接待各级各类培训班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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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员 1.18 万人次。推进“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红

岩革命故事展演”特色思政课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军营

66 场次，覆盖市内外 40 多个单位，红岩精神传承传播经验在全

国文博系统交流推广。宋庆龄旧居陈列馆“时代小先生”系列社

教活动获评“2020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红梅系列

和小萝卜头系列文创产品获评“全国优秀红色旅游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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