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5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
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綦江，来自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等近百名媒体记者在
綦开展两天的集中采访，追寻红军足迹，用镜头和笔触
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

綦江，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过境重庆的唯一地
方。经过两天的采访，记者们对綦江的感受如何？他
们对綦江在红色资源发展方面又有哪些好的意见建
议？下面，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人民日报社重庆分社采编中心主任 崔佳

这次来綦江参加“再走长征路”采访活动，感触很深。一是对红军主

力过綦江的史实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对其多方面的重大意义有了更深入

的认识。“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应该说通过红

军主力过綦江，这几方面都有体现。二是感受到綦江在深入挖掘整理红

军长征史料、用好用活红色教育资源方面，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希望綦江进一步利用好“红军主力过綦江”这一独特的革命传统教

育资源优势，为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更丰富

的载体，同时也为綦江新时代改革发展提供更持久的动力。

新华社记者 李龑

第一次到重庆便是追寻红军的足迹来到綦江，这对我个人是荣幸而

难忘的经历。正如贺龙元帅所言，綦江是个好地方。綦江的美不仅在山

清水秀，更在綦江的人和綦江的魂。从采访行程和材料中可以看出，綦

江在努力地将每一位革命英烈的故事讲述好，将每一处革命遗址保存

好。青山有幸埋忠骨，烈士的名字可能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将在綦

江人的精心保护下与世长存。

革命战争年代，綦江孕育了王良将军等革命先贤，红军过綦江，更留

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相

信在长征精神的引领下，綦江干部群众一定会继续传承、发扬红色基因，

将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綦江力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记者 柴丹枫

在来綦江之前，我并不了解綦江，对红军在綦江的这段历史也并不

了解。但来綦江之后，尤其是在参观石壕红军烈士墓后，我了解了这里

的故事。中央红军长征到綦江，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的压力，

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意义重大。

在红军烈士墓内，碑林有一块刻着“国魂”两字的石碑，让我印象深

刻。红军把人民的利益刻在自己心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新中国，这个

国魂永远刻在我们心里。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

在了解到王良的生平事迹后，我建议改编成一部影视作品，以文化

产业的方式对当地红色资源进行挖掘开发，尊崇英雄烈士，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这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显得更加重要。

在采访期间，最深的感受就是当地群众几乎人人都知道一段红军故

事，尤其是那位牺牲的无名司务长，很多村民都能聊几句。尽管红军在

石壕镇驻扎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在这里却扎下了根、留下了魂。如今八

十多年过去了，红军精神仍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之年，需要将人们口耳相传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强大动力，扑下身子踏实工作，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贡献綦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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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视角下的红色綦江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綦江站结束，且看——

经济日报记者 吴浩

綦江是个好地方，干净整洁，十分宜居。人们的精神风貌和城市面貌都值得称

道。尤其是长征中，中央红军经过綦江，给綦江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成

为綦江人共同的红色记忆。

对于红军桥、红军烈士墓等红色资源，建议多加保护、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感

人故事。同时，要加强党史的研究工作，在已挖掘的红色资源中，进行科学研究和

论证。要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发展好，让红色资源得到更好地传承。

红色綦江，是綦江的一道亮丽名片。綦江生态环境好、红色资源丰富，又是重

庆的工业基地，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统筹多方面资源实现协同并进，打造成为

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之城。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今年6月，我曾在江西于都和媒体同行重走长征路。风雨中的5公里山路，崎

岖、蜿蜒、陡峭，令人胆战心惊。这次在綦江区石壕镇再走长征路，我发现4.5公里

的山路和上次相比，危险程度更甚，走完全程历时两个小时，几乎每一位媒体同行

都是手抖、腿抖、面红耳赤。

我想，我们走的4.5公里的长征路，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是微不足道的，红

军当年行军途中的艰辛程度也是我们不敢想象的。作为媒体记者，我们应该用手

中的笔，深入挖掘红军故事，让万千读者感受到红军精神的万古长青、幸福生活的

来之不易。7月15日采访完回到住处已经是晚上6点了。面对近4000字的稿件任

务，我只有立即投入工作状态。16日，我的稿件在重庆日报以头版消息+5版整版

的形式刊发。看到成果后，我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一切感动都应该被铭记。

重庆广电集团记者 刘泯尧

中央红军过綦江，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红军司务长的故事。司务长因为发现

有老百姓的物品尚未来得及归还，于是决定再返回归还老百姓的东西，但是在归还

的路上被国名党盐防军抓走，最后被残忍迫害。

正是因为司务长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里，才会有綦江人民自发为红军修建烈

士墓。长征永远在路上，再走长征路是与大家一起重温这一段壮丽史诗，通过亲身

走长征路来感受历史的共鸣，帮助我们凝聚新时代新长征的力量。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此行感触最深的是淳朴善良的綦江人民对于仅仅过境7天的红

军，竟有如此深的感情，自发怀念了一代又一代。

赵福乾父子义务讲红军故事，李树清一家无私照顾受伤红军……

心怀感恩，一往情深，足以可见红军真正是一支可敬的队伍，才得以如

此拥戴。如果不是亲耳聆听，无法真切感受到这样动人的故事。作为

媒体人，在这样的活动中，“四力”能得到充分锻炼，也有助于未来宣传

好綦江这片红色热土，我也会自豪地跟外地朋友讲红军在綦江的历

史、司务长的故事、王良将军的传奇。

华龙网记者 伊永军

这次到綦江来“再走长征路”，对红军当年长征的壮举和“长征精神”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前，长征对我而言，只是书本上的叙述，影像里的

展现。而亲身参加了这次活动后，长征则变成了一次真实的触摸。

亲临红军洞，在这样狭小潮湿的环境中，现场倾听当年村民救助红

军伤员的故事，脑海中会浮现出当地群众是怎样在这样的条件下，每天

冒着风险来给红军伤员送饭送药，送木炭取暖的场景；踏上红军桥，望着

桥下潺潺的河水，会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自己是当初过桥大军中的一员，

行走在桥上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对革命的前途和未来是充满了不确

定，还是充满了热情和希望。如果自己是住在桥头的当地群众，看到有

这样一支几千人的队伍从桥上走过时，心中是否也曾产生过担忧和恐

惧？而看到这支队伍驻扎在石壕，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还帮老乡劈柴担

水、打扫院子时，是否也盼着能加入这支队伍，共同去为中国的未来去抗

争。

总之，正是由于亲身参加了这次“再走长征路”，让红军战士的形象

和长征精神变得鲜活具体饱满起来，由过去眼中的“长征精神”演变成了

心中的“长征精神”。

当代党员杂志社记者 赵青

从石壕红军烈士墓出发，到红军长征路，再到红军桥，沿着先辈足

迹，感悟那颗赤诚之心。瞻仰石壕红军烈士墓，被信仰坚定的形象打动；

重走当年红军长征路，被矫健有力的脚步触动；踏寻红军走过的木桥，被

团结自律的精神感动。

那颗赤诚之心，是对信仰的坚守，是对理想的坚定，是对百姓的护

爱，是党的初心。向红军战士致敬，向长征精神致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作为媒体人，要用心讲好故事，用笔记录时代，铁肩担道义，传递正能

量!

文/记者 陈正策 付毅 成蓉 张学成 王京华 周媛媛 谢天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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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记者正在参观王良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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