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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撒信仰的火种
——从国庆红色游持续火热看武乡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文/赵海鹏 孙媛 图/唐婉静

金秋的武乡，阳光倾城，风华正茂。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0月5日，

在八路军文化园《反扫荡》情景剧场，随着气势
磅礴的国歌响起，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齐声
高唱，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声声诉说着对祖国
母亲的赤诚热爱，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赞美。

“武乡县是八路军文化的形成地，也是太
行精神的重要孕育地。”该县文旅局局长弓俊
艳表示，国庆期间，武乡县立足当地红色资源
禀赋，发起“点亮中国记忆”活动，通过“忆峥嵘
岁月”“追燃情时光”“享幸福盛世”三大篇章，
不仅让游客真正体验红色革命传统教育，也进
一步彰显八路军文化的时代价值，为加快推进
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增智赋能。

“雄浑壮太行，嘶马啸北风”。武乡县位于
太行山西麓，这里曾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
北方局所在地。80多年前那场伟大的民族解
放战争中，八路军挺进太行山，发动群众，创建
敌后根据地。作为当年的抗战前线中枢，中国
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武乡儿女在这片土地上前
赴后继，与日寇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付出了
巨大的牺牲，孕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为夺取抗
战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谱写了中国抗战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

历史是一片深邃的海洋，总以激荡而又清
脆的涛声震撼着心房，当年一幕幕的波澜壮
阔，如今都成了融入生命的画卷。

走进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一幅幅生动的图
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声声深情的讲述，仿
佛把人们带回到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

“小八路”讲解员身穿八路军服装，声情并茂地
讲述着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红色故事，稚气未
脱却自信大方，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聆听，收
获了众多点赞和掌声。

“这些展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
的传承，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更多人了解武
乡，了解武乡的红色文化。”“小八路”讲解员张
润泽说。

太行山高，可以呼远；信仰火种，生生不
息。如今的武乡老区，坚持把弘扬太行精神作
为最大的政治使命和历史担当，坚定扛起建设

中国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展示区这面大旗，把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作为最重要的转型方向，补
短板、创特色、增气质、塑品牌，健全红色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红色旅游专业
镇，全力创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县。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广场上，八路军将领组
雕《太行山》巍然屹立，游客们在旁或驻足凝
视，或排队合影，深刻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崇
高思想境界和坚定理想信念。

大型实景演艺《太行山上》，一个个扣人心
弦的红色故事跃然眼前，将现场观众的思绪再
度拉回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

八路军文化园内，穿一身革命军装、打一
把老式步枪、听一段非遗鼓书、看一场抗战剧
情、吃一碗小米饭……多元化、沉浸式体验项
目加入红色旅游业态中，不仅增添了游玩的
趣味性，更让红色文化在寓教于乐中传承和
弘扬。

八路军总部砖壁旧址、八路军总部王家峪
旧址、前方鲁艺下北漳旧址……十余处红色景
点，让游客在静与动的结合中，观看、感悟、体
验八路军文化的魅力与时代价值。据统计，国
庆假期，该县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0.7万
余人次，门票收入77.2万余元，景区旅游收入
227.65万余元。

上太行，到武乡，赴一场“红色之旅”。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瞬间如同璀璨的

星辰，永远照亮着后人的道路。”“清澈的爱，只
为中国。”“只要心中有信仰，困难就一定是可
以克服的，前途就一定是光明的。”……来自国
内外游客的感悟留在了这片红色土地上，如星
星火种，闪烁着每一代人从红色文化中筑牢文
化自信，汲取营养和力量的耀眼光华。

“作为革命老区，我们更应该注重运用新
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
人功能，让信仰的力量薪火相传。”弓俊艳说，
深耕红色文化，丰富旅游业态，做强旅游品牌，
不断推动红色旅游从“强资源”到“强品牌”、从

“强参观”到“强体验”、从“强景区”到“强目的
地”的转变，才能真正让武乡红色旅游“出新”

“出圈”“出彩”。华灯璀璨，魅力无穷。

打卡武乡，游人如织。

乡村美景，万般风情。

深度参与，激情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