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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长征文物地图”小程序界面。

图②：游客与 3D建模制作的“红军战士”合影留念。

图③：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学生参观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

图④：游客在四渡赤水 VR战争体验中心使用 VR眼镜看到的场景。

图⑤：游客在四渡赤水 VR战争体验中心体验 VR设备。

本版照片由“互联网+长征”教育体验示范项目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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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很远。85 年前中国工农红军

跨越两万五千里漫漫长路，谱写了一

首英雄的史诗，深深地镌刻在历史的

丰碑上。

长 征 很 近 。 它 留 下 的 一 处 处 遗

迹，清晰地记录着世界军事史上的一

个个奇迹，长征精神时刻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中国人无惧艰难险阻奋勇争取

胜利。

长征充满着无穷的魅力。它不断

吸引着人们循着先烈的足迹，体验“万

水千山只等闲”的壮志豪情，感悟“只

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的信念力量。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数字技术助力弘扬

长征精神，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红色

基因，能让更多人读懂长征这个“宣言

书 ”，自 觉 加 入 弘 扬 伟 大 长 征 精 神 的

“宣传队”，让长征精神孕育的红色种

子在新时代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近年来，各地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赋能红色文物创新展示，为红色文化

的数字化传播做了很多有益探索。如

用全息影像技术展出重大历史事件原

始影像、借助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等技

术制作的红色景点实景导航 APP、线

上红色展厅、线下沉浸式展厅等，把一

个个鲜活的历史瞬间，以数字化的思

维 逻 辑 、数 字 化 的 技 术 进 行“ 还 原 ”。

一些“现象级”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

品收获高票房、高收视率的事实表明，

红色文化产品从来都不缺少受众，关

键是要秉持与时俱进的理念，打造出

符合当下人们认知特点、审美取向的

作品。

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让长征文

物“活”起来，助力长征文化“破圈”传

播。此次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

再现”工程，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和互联

网思维，多手段全方位提升长征文物

和文化资源的展示与传播效果，推进

长征文物资源信息在更大范围开放共

享；运用线上线下互联互通方式，让长

征文化教育寓教于乐。此外，还有更

多的科技创意成果，为长征文化增添

了科技元素，极大增强了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的吸引力和互动性。

精神文化的力量能够超越时空，

成为一个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前行的动

力源泉。增强长征精神为代表的主流

精神文化的吸引力和互动性，可以让

生活在幸福和平年代的人们，在富有

科技含量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中加深

对红色中国来之不易的认知、感悟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汲取真理之光

照亮未来的力量。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

一代人要走好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数

字技术在长征文化传播方面的运用是

为了让更多人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担当己任。当前，我们正

满怀豪情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新长征，要清醒认识到前行的路上，

还会碰到必须攻克的“娄山关”，遇上阻

碍前进的“腊子口”，必须弘扬伟大的长

征精神，发扬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

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

挑战，奋力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在新时

代的长征中，交出更为优异的答卷，书

写更为壮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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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贵州遵义东风小学，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 85 周年研学活动如期

举行。在老师的指导下，五年级学生李

子玉通过手机和投屏，与长征展开“亲

密接触”。

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的“互联

网 +长 征 ”教 育 体 验 示 范 项 目 上 线 百

日，已在网络上掀起“云游长征”的热

潮。不用前往现地，只需在微信搜索小

程序，长征文物、重要博物馆、纪念馆地

理位置信息均实现可视化，所在位置附

近的长征文物点一目了然；点开纪念馆

网页，线上就能为烈士送花并举行一次

简单而庄重的祭奠仪式……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云旅

游”“云看展”“云赏剧”等线上模式逐渐

被大众接受，也为长征文物的展示传播

和红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互联

网+长征”的方式成为保护革命文物、

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以科技

赋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一次全

新探索。

顶层设计，珍贵遗存
重放光芒

来自四川的文物工作者李蓓，每年

都要重走长征路。今年，她手里多了些

“电子装备”——“长征文物地图”小程

序、“强渡天险”APP、研学活动电子手

册。“有了数字技术的助力，去各地的长

征遗址方便多了。”

打开“长征文物地图”，点开代表每

一个长征文物点的圆点，文物背后的长

征故事跃然屏上。小小一张电子地图，

记录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 600 余次战

役战斗，跨越的近百条江河，攀越的 40

余座高山险峰。

曾几何时，李蓓这样的文物工作者

开展长征文物保护工作，看到长征沿线的

遗址遗迹出现不同程度损毁，颇感心痛。

矗立在赤水河畔的茅台渡口纪念

碑、在夕阳下散发着金色光芒的松潘红

军长征纪念总碑、俯瞰遵义老城的邓萍

烈士墓……随着党和国家对革命文物

保护的日益重视及各级对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的加强，一处处分布在广袤中华

大地、绵延于岁月长河的珍贵遗存，串

联汇聚成一条鲜艳的红飘带，鼓舞着更

多人在新长征路上续写新篇章。

一系列顶层设计擘画了长征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蓝图：2016 年，国

家 文 物 局 等 五 部 门 联 合 印 发《“ 互 联

网 +中 华 文 明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8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

保 护 利 用 工 程（2018- 2022 年）的 意

见》，将“长征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工程”

列为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六大重点

项目之一。

2019 年 7 月，习主席主持召开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方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建

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

公园”。

“近年来，长征文物保护展示以及

红色文化传播水平日益提升，但现留存

的长征文物由于展示手段较单一，往往

严肃有余、体验不足。”“互联网+长征”

项目负责人毕毅说，如何利用新技术、

新手段增强长征文物的吸引力，成为一

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今年 8 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印发《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保护规划》，整合长征沿线 15 个省区市

文物和文化资源，根据红军长征历程和

行军线路构建总体空间框架。其中，数

字再现作为“六大重点工程”之一，强调

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思维，多手

段全方位提升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

展示和传播效果。

在新技术支撑下，各地长征遗址保

护有了新载体：在贵州遵义会议纪念

馆，数字全景展厅能够实现让观众在家

中“漫游”；在陕西延安宝塔山下，1.5 万

平方米的山体崖壁已成巨幅银幕，利用

幻影成像、3D 技术，中央红军长征的历

史画卷在《延安颂》《保卫黄河》等歌曲

声中徐徐展开；在甘肃白银会宁红军长

征胜利纪念馆，“云游”红色教育基地系

列活动火热展开，百万网友通过收看直

播“重走”长征路……

科技赋能，红色文物
“开口说话”

碧空如洗的天空缀着朵朵白云，大

渡河水汹涌澎湃，石走雷奔，战斗一触

即发。

这是第 77 集团军某合成旅“满堂

红炮兵连”中士蔡旺手机上的场景。只

见他手指轻点，画面显示红军的迫击炮

瞄准了对岸的工事，“嗵嗵”两声，画面

上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

86 年前也是在这里，连队老连长

赵章成在前方战士受阻的情况下，3 发

3 中，扭转了战局。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

馆“神炮手赵章成”体验点，游客们打

开“强渡天险”APP，扫描眼前的红军强

渡大渡河遗址，便能看到虚拟的红军

战 士 强 渡 大 渡 河 的 场 景 。 震 撼 的 音

效、变幻的灯光以及三维动态影像，全

景展示赵章成炮轰碉堡的故事，让游

客们身临其境。

体验当年先辈的壮举，感受临危受

命的心情，蔡旺心情澎湃：“当时革命先

辈历经艰难险阻，立下奇功。我们要像

他们那样练精手中武器装备，英勇善

战、敢于胜利！”

作为“互联网+长征”项目的重要

内容，“强渡天险”APP 是 AR 技术在战

场 遗 址 展 示 应 用 中 的 一 次 探 索 。 该

APP 是一款专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

渡河遗址开发的场景体验应用，依托

5G、AR 技术和 3D 数字内容，实现遗址

现场与虚拟历史场景的叠合再现。

“这为如何在不重建、不扰动革命

遗址的前提下，提升遗址展示的直观性

和吸引力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参与该

项目建设的电信企业负责人韦广林介

绍 ，该 APP 还 包 含 了 基 于 AR 技 术 的

“寻宝打卡”“拍照合影”“致敬先烈”等

可交互内容，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

悟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历时两年，纵横十余省，

长驱二万五千里。作为这段壮阔史诗

的重要见证，丰富多样的长征文物散布

在沿线 15 个省区市的广袤土地上。近

年来，随着红色旅游不断升温，江西于

都、贵州黎平、四川古蔺、湖南道县等红

军长征沿线举行了形式多样的“重走长

征路”活动。参观者走红军小道、听长

征故事，红色教育入情入境、入脑入心。

长 征 沿 线 掀 起 红 色 旅 游 热 的 同

时，也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现存长征

文物多数地处偏远、分布零散、单体规

模小，如何方便工作人员做好这些长

征文物的保护管理，同时让游客更加

全面、深入了解每个长征遗址背后的

故事？

一幅上线一个月便实现近万浏览

量的“时空地图”给出了答案。

打 开 微 信 小 程 序“ 长 征 文 物 地

图”，在红军长征线路上，1600 余处不

可移动文物点星罗棋布。搜索“强渡

乌江”，除了事件的简介，页面还会显

示所有与之关联的重要文物点，让使

用者能够在“时空地图”中更清晰全面

地了解长征历史。它不仅实现了长征

文物、重要博物馆、纪念馆地理位置信

息的可视化，以及便捷的分类搜索、查

询和定位，还把长征文物与重大事件、

代表性故事相关联，以时空结合的方

式呈现伟大远征。

“该应用还设置了‘文物信息上报’

等用户互动功能，以及长征文物保护相关

知识科普专栏，期待能引导更多人参与长

征文物的保护监管。”毕毅告诉记者。

红色追寻，切身体验
感悟长征精神

“战士张桂成。”

“到！”

“战士陈万清。”

“到！”

“二连连长熊尚林。”

“到！”

……

盛夏时节，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大

渡河河畔，一次特殊的点名仪式正在举

行。老师念到的是强渡大渡河十七勇

士的名字，齐声答“到”的是安顺场八一

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他们的身后是一

幅醒目的标语：“我们是红军的血脉，我

们是革命的后代。”

“站在大渡河边，参加点名仪式，我

感觉书本上那一个个战斗故事和英雄人

物都鲜活起来，自己仿佛也走进了那段

峥嵘岁月。”学生毛一贝深有感触地说。

重走长征路，在浸入式体验中缅怀

先烈。

在研学活动出发地四川省石棉县

安顺彝族乡新场村，学生们身着军服、

头戴八角帽踏上征途；停留点马鞍山

垭口，学生们感受红军急行军的艰辛；

终点安顺场，学生们了解体验红军强

渡大渡河的英勇……

这些置身其中、深受触动的细节，

通过跟拍直播，在多个媒体平台同步投

放播出。

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学生们参与

的红军强渡大渡河研学课程，充分考虑

了中小学生的认知基础和兴趣点，将红

军长征历史融入有人有物、有血有肉的

故事中，并以“重走长征路”徒步体验、

现场教学为主要形式，边游边讲、边看

边学。

“我们希望能引导学生在跨越时空

的互动中，既了解长征历史，又提高自

主学习能力。”参与研学项目的工作人

员贾玥介绍，他们精心设计了“小小指

挥官”“学习神炮手”“新时代长征”等深

入 浅 出 、生 动 有 趣 的 教 学 内 容 ，结 合

AR 体验点设置了互动环节，并通过手

绘地图、知识问答、负重竞赛等方式，让

学生们在行进中感悟长征精神。

不久前，距石棉 700 余公里的贵州

遵义，一场“线上长征”云徒步活动火热

进行。

贵州遵义利用互联网技术还原遍

及贵州的红军长征路线图，在地图显示

入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

区的 66 个县（市、区）。参赛选手通过

线下打卡的方式点亮线上地名，同时弹

出地名背后的红军长征历史事件。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吸引众多参与者

重返长征故地，重温峥嵘岁月。

此外，遵义市还围绕遵义会议会

址、红军山、娄山关、四渡赤水等红军长

征遗址，开辟多条研学旅行精品线路，

遵义已成为红色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遵义军分区政委文木海表示，近年

来，遵义市开辟多条红色研学路线，开

展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未来，遵

义军地将携手用好红色资源，传承长征

精神，传播长征文化，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互联网+长征”：万水千山在云端
■本报记者 单慧粉 实习记者 吴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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