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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记者来到黑龙江省林口县采访，
汽车沿着湖水至莲花段红色旅游公路前行，九曲
盘山而上，岭上风光尽收眼底。

林口县是国家级一类革命老区，有“八女投
江”殉难地、抗联武装发祥地、吉东抗日游击根
据地等。湖水至莲花段红色旅游公路像一条红
丝带串起沿途多个景点，让美景一眼览尽。

“这是我县第一条高等级的二级公路，创造
了‘7项之最’：里程最长、投资最多、质量最优、建
设最快、标准最高、景色最好、作用最大。”林口县
交通运输局局长胡桐海介绍说。

“林口县抗联史是一部浓缩版东北抗联史，”
驱车来到一处密营地，林口县政协原主席于春芳
正在向浙江旅游团讲述抗联将士的战斗事迹，

“这里建有大量密营，密营里有抗日联军的
指挥机关，还有后方医院、被服厂、军械修理
所。”退休后，于春芳从事林口县抗联史调研

考证工作至今。现在，于春芳成了一名
义务讲解员，是当地有名的红色文化代
言人。

莲花镇莲花峰旅游度假区因水电

站间歇性放流发电，附近江水严冬不封，形成奇
特的雾凇景观。江水伴行红色旅游公路 50余公
里，形成“百里雾凇谷”，其形态、种类和面积堪称
全国之最。当地交通部门在公路两侧布置了多
处观赏石雕，将“八女投江”等英雄故事刻在石雕
上，将旅游观光和红色教育融为一体。自2016年
公路开通后，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2019年
国庆节，游客达4万余人。

红色旅游公路打通了当地群众致富路。收
获时节，农家小四轮载着金灿灿的玉米棒子撒欢
地驰骋在黑黝黝的公路上，老乡的脸上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要是放以前，路面窄，坑坑洼洼，车子
根本没法跑。”莲花镇新民村党支部书记徐存国
说，通车前，收玉米的车辆都不愿意进来；通路
后，每天都有好几十辆大型运输车来回穿梭在村
子里。新民村村民更是纷纷扩大烤烟种植面积，
今年该村种植烤烟达2000多亩，有的还种上了黄
芪等中草药。徐存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
产烤烟700多斤，能卖9000多元，扣除种子、化肥
等物料费用，每亩地净挣 6000多元。“路通了，老
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富足咯。”

雪原“红丝带”
■姜久明 本报记者 杨银满

公路交通是最广泛、最基本的交
通运输方式，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配套设施相对
滞后，通往景区的公路等级低、路况
差，交通不便成为阻碍红色旅游发展
的掣肘。

回顾我党发展历史，走的是“农村
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人民军队从多
省交界处的革命根据地一步步发展而

来，最终进入城市。因此，不少红色旅
游景区都是位于交通不便的深山之
中，地理位置较偏僻，距离高速公路、
干线公路较远，景区的可进入性不高
导致景区吸引力下降。同时，多地红
色旅游资源分布较广、较散，景点大多
比较独立，相互间互动性差，未形成一
定的规模化体系。

红色旅游公路的建设能有效缩短
游客出行的时间和距离，更方便、更快

捷、更舒适地到达景区；将多个景区景
点串联起来，形成联动效应，改变以往

“单兵作战”状况为“联合作战”模式，
提高景区吸引力；打通公路主动脉和
红色血管的“最后一公里”，推动老少
边穷地区和旅游资源富集区的可持续
发展。

红色旅游公路的建设，不仅能把
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挥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还能极大地发挥
出红色旅游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对促进老区振兴和脱贫攻坚
大有裨益。

要致富先修路
■侯 梓

元旦这天，刚吃完早饭，家住陕西省铜川市的
杜天升一家人就驾车出发了。驶出菏宝高速不久，
就驶入耀州至照金这段独具特色的红色旅游公路：
500米红色长廊、公路两边民居的红色屋顶、鲜艳醒
目的红色标语……3公里长的路段，杜天升足足开
了5分钟。

铜川北接革命圣地延安，1932年中国共产党在
这里建立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以薛
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旧址景区是全国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刘志丹、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据
险筑寨，修建防御工事，建造了军械厂、红军医院等。

杜天升告诉记者，自耀照红色旅游公路通车后，
他每个月就会带家人来一次：“让孩子熟悉那段历史，
并好好守护它。”有朋友从外地来，他也会主动当起导
游，带领他们游览照金红色文化、品尝当地美食。

这样的好风景好地方，以前却鲜有人至。“过去
从市区开车到景区，只能走一条又窄又陡、凹凸不
平的砂石路，来一趟至少得费 5个多小时。如今从
发动引擎到停车熄火，全程不超过50分钟。”杜天升
指着眼前的宽阔马路向记者介绍。

通过红色旅游公路《规划》的实施，如今铜川市

所有的红色景区都实现了二级以上公路和城市道
路的衔接，总里程达100多公里，各红色景点与周边
县城的交通也更加顺畅。

红色旅游公路凿通了制约红色旅游发展的壁
垒，让红色旅游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采访时，照金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贺保佳拿出了
一组数字：2010年，陈家坡会议旧址全年接待游客
不到 8千人次；红色旅游公路开通后，以 2018年为
例，接待游客近 10万人次，整个照金红色旅游景区
全年接待游客突破了150余万人次。

随着铜川红色旅游的发展，当地百姓的生活越
来越富裕，家家户户住进了新楼房。“红色旅游公路
联通了外界市场，大家纷纷搞起养殖业和种植业，
贫困户每家每户都有致富项目，日子越过越红火，”
铜川市委宣传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铜川将
继续挖掘红色旅游公路功能作用，让红色旅游公路
成为铜川的响亮名片。”

傍晚时分，落日西斜，记者站立公路一旁，一辆
辆大巴车飞驰而过，留下了绕耳不绝的美妙歌声：

“一五年，不平凡，总书记给咱拜早年，旅游专线到
门前，群众的生活比蜜甜……”

人在“红”海游
■丁铜川 本报记者 曹 琦

新年前夕，记者跟随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从
市区驾车前往井冈山景区。车辆从大广高速转泰
井高速至拿山出口驶离，沿着柏油路钻石狮隧道，
过高架桥后进入碧溪隧道，不一会就到达了井冈山
茨坪景区，全程不到 1个半小时。井冈山红色旅游
高速公路通车后，陈先生在井冈山景区购买了一套
公寓房，只要周末有空，一家人就去景区度假。

20多年前，陈先生第一次坐车上井冈山时，只
有一条砂石路，人坐在车里晃得厉害，还没到半山
腰就已经头昏脑涨，经过 6个多小时的煎熬到达景
区，全身都像散了架，整个人灰头土脸的。每每想
起，他都心有余悸。

像陈先生这样的自驾游爱好者，在井冈山红色
旅游公路沿线游客中还有很多。

当地人告诉我们，吉安市有 300余处革命旧居
和旧址，单是井冈山革命老区就有 257公里长的红
色旅游公路，被称为“五百里井冈”。红色旅游公路
串起了井冈山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交通网络。

“现在是旅游淡季，但游客仍很多。”井冈山博
物馆负责人刘宇祥告诉记者，红色旅游公路通车
后，自驾游旅客明显增多。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小心前面有石头，碰到
阿哥的脚趾头，痛到老妹的心里头，哎呀嘞……”在
井冈山的“红军挑粮小道”，民兵导游李海清给游客

们唱起了红歌，悠扬的歌声连连收获游客的掌声和
叫好声。

李海清是一名“井冈通”，她在景区担任导游已
经有10多年。李海清告诉记者，红色旅游公路尚未
开通时，景区全年仅接待游客450万人次；公路开通
后，来井冈山接受红色传统教育的游客络绎不绝，
仅2018年就达到了2000多万人次。

如今，井冈山革命老区所有的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景点实现二级及以上公路和城市道路衔接，交通
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为带动革命老区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红色旅游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结
合，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其
打造的红色旅游线路，既可以观光赏
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井冈山市
委书记刘洪告诉记者，红色旅
游让人们牢记历史，而红色旅
游公路则实现了让游
客 在“ 游 中 学 、学 中
游 ”，达 到 寓 教
于游的良好
效果。

车在景中行
■本报记者 郭冬明 特约记者 龙礼彬

有的路，只用脚去走，走过
以后并不会留下什么；有的路，
需要脚步和心灵一同上路。拉
林公路属于后者。

2019年4月全线通车的拉林
公路连接省会拉萨和地级市林
芝，全长 409公里，经过 220座桥
梁、20座隧道，让往返两地的单
向车程从 8个多小时缩短至 5小
时。很多人来此一游，既为欣赏

自然景观，更为瞻仰红色旅游景点。
拉林公路起始于拉萨市城关区，距

离拉萨烈士陵园不远。陵园里安葬着
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献身的数百
位烈士。公路开通后，前来陵园瞻仰的
人越来越多。

伴着马达的轰鸣声，汽车向城市东
郊驶去，一个新的红色文化地标映入眼

帘：西藏军区军史馆“回”字形建筑。展馆内，讲解
员向游客讲述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保卫西
藏、发展西藏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边听边看，人
们仿佛穿越回曾经的战斗岁月。

继续向东，汽车驶上高速公路，开始穿越一个
又一个幽暗隧道。等翻越了海拔5018米的米拉山，
窗外景致变得赏心悦目起来，远处的高山上，巨大

的红色标语、战斗标语十分醒目。
不知不觉，汽车从日光城开进了“小江南”林

芝。被阳光眷顾的尼洋河像一条金黄丝带伴着拉
林公路一路前行，让人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河。当
然，最震撼人心的景致还数发生在这条路上的革命
故事：上世纪 50年代，徒步进藏的 18军一手拿枪、
一手拿镐，一边进军、一边修路，以平均每公里牺牲
一人的代价，让现代文明新风吹进雪域高原。

很快，汽车抵达林芝市行政中心：巴宜区。而
就在 5年前，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八一
镇”。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到了这里，将乱石滩建
设成为一座高原城镇，该镇也因此得名。

离开林芝城区一路向东，进入鲁朗小镇。从支
一口大锅、架一个棚子接待过往行人，到如今盖起
藏式别墅、连通宽带招待游客，世居鲁朗的扎西一
家从穷日子里走了出来。夜幕降临，房前的红色旅
游公路亮起了路灯，公路上仍是车来车往。道路改
善后，藏族同胞的生活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也正因
如此，大家伙儿对这条红色公路格外珍惜。

近3年，林芝市结合交通区位优势，让红色旅游
业的发展和车轮一起提速。以波密县扎木中心县
委红楼、通麦川藏线英雄纪念碑等红色地标为基
点，打造拉林高速红色旅游路线。一头连着厚重的
红色西藏发展史，一头承接多彩的藏地风光，如果
有机会行走西藏，拉林公路你绝对不可错过。

高原英雄路
■张 鑫 本报记者 晏 良

红色旅游公路红色旅游公路：：老区致富新引擎老区致富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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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20172017年年88月月，，交通运输部印发交通运输部印发《《全国红色旅游公路规划全国红色旅游公路规划（（20172017--20202020）》，）》，确定了确定了126126个红色旅游公路项目个红色旅游公路项目，，涉及涉及
2828个省个省（（区区、、市市），），建设总里程约建设总里程约24422442公里公里。。到到““十三五十三五””末末，，将基本实现所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景点至少有一条三将基本实现所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景点至少有一条三
级及以上公路衔接级及以上公路衔接、、有二级及以上公路和城市道路衔接有二级及以上公路和城市道路衔接，，促进红色旅游持续发展促进红色旅游持续发展、、推动革命老区经济建设推动革命老区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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