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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我们到这里参观学习，就是为了提醒自己铭记历史、居安思危。”

来自邢台的游客张先生说。

9月18日，位于太行山区河北省涉县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游客如织，了解太行山革命

历史，表达对革命先驱的敬仰。

在赤岸村的中心广场上，绿柳掩映着一

组名为“刘邓和战友们”的雕像，将革命先辈

们的形象和丰功伟绩都留在了这片红色的土

地上。葬着刘伯承、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

忠骨的将军岭、一二九师纪念馆、太行颂文化

园等坐落在村北。

涉县作为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心、晋冀鲁豫

边区首府，抗战期间先后有110多个党政军机

关驻扎，留下了137处星罗棋布的抗战纪念设

施、遗址。

“我们一方面不断丰富和拓展一二九师纪

念馆建设内容。一方面对全县革命遗址、遗迹

进行修缮保护。”涉县一二九师纪念馆馆长杨国

旺说。

该县充分挖掘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红色

资源，新规划建设了以休闲、观景、赏碑、品书

法为主的太行颂文化园，包括烽火太行、浴血

奋战、太行雄关等文化景观，并将400余位从

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走出去的将帅和领导塑

像分布矗立于山岭之间，缅怀卓越功勋，彰显

历史画卷。目前，主题游园和长城文化景观

已全部建成，400 余位将帅塑像正在进行规

划设计，预计2018年底前全面落成。对一二

九师陈列馆进行了重新布展，将文物、图片、

微缩景观、动漫等有机结合，全面展示了太行

山人民的抗战史。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

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原则，该县对全县遗址、

遗迹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普查、备案，制定

了《涉县抗战遗址保护规划》。去年以来，共

投资560余万元，对晋冀鲁豫抗日烈士殉国

公墓暨左权将军墓、一二九师政治部、西达兵

工厂、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晋冀鲁豫边区工商

总局、响堂铺伏击战遗址和纪念碑、郑律成旧

居、李才清旧居等13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保存相对完好的遗址、遗迹进行了保护性修

缮，成为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开展革命传统教

育的重要基地。

挖掘红色资源，
传承革命精神

“走进红色记忆小镇，感觉像穿越了时空隧道。

这里的券阁、拱桥、水磨坊、石碾、灶台等都极具时代

印记。”被游客点赞的，就是涉县在第一届邯郸市旅游

发展大会前夕建成的红色记忆小镇。

红色记忆小镇，本着尊重历史、满足教育的原则，

将抗战时期做出突出贡献的危旧革命遗址，采用一比

一等比复原、以旧修旧的方式，对30余处革命遗址进

行集中复建，打造具有冀西南建筑风格和抗战文化特

色的旧址群落。目前已完成边区高等法院、交通总

局、一二九师政治部礼堂、冀南银行造币厂等21处革

命旧址复建，并面向社会开放。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前，将全面建成集遗址保护、历史研究、影视拍摄、教

育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红色记忆小镇”。

红色记忆小镇只是一个缩影。今年，涉县抢抓承

办第一届邯郸市旅游发展大会有利契机，在筹备过程

中，科学规划布局，突出红色主题，以一二九师纪念馆

为核心，以清漳河为轴线，在120多平方公里的太行

红河谷内，高标准完成红色记忆小镇、太行山干部学

院、水上玻璃红桥、胜利广场等42个业态项目建设，

真正以项目实体传播和弘扬红色文化。太行山干部

学院，与一二九师纪念馆一河之隔、互通互融，是一处

集教学、办公、会议、培训于一体的教育培训基地，可

同时容纳700多人学习。目前，已面向社会完成培训

20余期，被河北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再上太行”主题

教育培训活动的主会场。水上玻璃桥，是一座横跨清

漳河、连接县城与一二九师陈列馆及红色记忆小镇的

水上栈桥，通体为红色。

不仅如此，近年来，涉县以旅游项目业态促进景

区配套服务日臻完善，相继完成了红色旅游专线——

将军大道、赤水湾湿地公园、3公里产业循环路、“烽

火留记忆、太行出雄师”主题景观道、“九千将士进涉

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主题雕塑墙等设施建设，使景

区规模由原来的340亩扩展到8400亩。其中，主题雕

塑墙绵延4200米，面积2.4万多平方米，分为响堂铺

伏击战、支援前线、十字岭突围、边区烽火等九部分，

采用浮雕与圆雕相结合的雕塑手法，成为涉县红色文

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借力旅发大会，
打造红色名片

“我这一辈子是邓小平夫人卓琳让我剪

的短头发。”今年86岁的赤岸村村民郭伶娥

是卓琳的“小房东”。她回忆说，“卓琳还教

我识字，并给我放了足。”在赤岸村，任何人

提起一二九师的人和事，个个如数家珍，颇

为自豪。

走进赤岸村，拥军路、东风路、张家巷

……一个个具有时代特征的街道名称，仿佛

把人们带回抗日烽火岁月；粗布坊、粗粮坊、

豆腐坊、醋坊等手工作坊，吸引了众多游客。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赤岸村把发展农村

休闲旅游作为主攻方向，按照“再塑传统村

落风貌，提升红色文化品牌”思路，深度挖掘

红色文化，大力完善基础设施，持续开展环

境整治，实现了环境美、产业美、生态美、精

神美同步推进。

将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周边的33座太

行民居小院集中收回租用，本着“修旧如旧”

的理念进行保护修复和重点打造，并根据村

民回忆、史料记载等，由一条“连心巷”串联

起当年一二九师将士紧急转移通道的旧貌，

让村内古村落游和红色文化游相融合，扩大

景区体量。建设“太行军民鱼水情”红色文

化墙2000 平方米，再现当年赤岸村民与八

路军129师官兵共同兴修水利、运送战备物

资以及生产战斗的光辉历史。同时，采取市

场化运作方式，植入民俗体验、红色消费等

业态，对转移通道两侧破旧的一二九师警卫

连、卫生部、通信科等机关驻地房屋进行修

缮，改造了粗布坊、粗粮坊、豆腐坊、醋坊、酒

坊、陈家铺子等手工作坊和景观节点，整体

营造了军民抗战、军民生产、军民生活完美

融合的红色旅游、休闲消费氛围，让游人到

此能体验老一辈的生活方式。

“美了乡村还要富村民，我们依托一二

九师司令部旧址、将军岭、陈列馆、赤水湾等

重要节点，发展特色餐饮、农家旅馆等配套

服务，引导群众发展家庭手工业等特色产

业，真正让村民们富起来，日子红火起来。”

赤岸村党支部书记张金平说。

昔日红色圣地，
今朝美丽乡村

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太行山上》，

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荣获第30届飞

天奖优秀电视剧；今年1月份至8月份，外地

来涉游客达550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23.5亿元，其中红色旅游所占比重达40%左

右；第一届邯郸市旅发大会举办后，涉县新

增固定工作岗位1.2万个，很多百姓在家门

口找到致富路。

涉县按照“红色+文化+产业”的一体化

建设理念，确立了以红色旅游为引领，根祖

旅游、山水旅游为两翼的全域旅游发展之

路，成为邯郸市乃至全省发展红色旅游成为邯郸市乃至全省发展红色旅游、、创创

建国家全域示范区的排头兵建国家全域示范区的排头兵。。

发展文化产业，
助推红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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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参观一二九师纪念馆游客参观一二九师纪念馆。。

重温入党誓词重温入党誓词。。

平坦宽阔的道路与雄伟的雕塑平坦宽阔的道路与雄伟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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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河潺潺漳河潺潺，，太行巍巍太行巍巍。。在涉县县城西北约在涉县县城西北约55公里处公里处

清漳河的南岸清漳河的南岸，，坐落着一个静谧的小村庄坐落着一个静谧的小村庄。。村西高处有村西高处有

一道红土岭一道红土岭，，故名赤岸故名赤岸。。抗战时期抗战时期，，在师长刘伯承在师长刘伯承、、政委政委

邓小平的率领下邓小平的率领下，，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在村里驻扎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在村里驻扎长

达六年之久达六年之久。。六年间六年间，，一二九师与太行人民铸就了一部一二九师与太行人民铸就了一部

不朽的抗战史诗不朽的抗战史诗，，凝聚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凝聚了伟大的太行精神。。从此从此，，这片这片

红色的土地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红色的土地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相关链接 赤岸村的革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