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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N G S E Q I A N D O N G

我爱红色，

红是太阳的容颜，

采撷了绚烂的霞光。

我爱红色，

红是火把的身躯，

蒸腾着熊熊的烈焰。

红是家乡的颜色，

是乌江岸边的红军渡，

是梵净山下的会师柏，

是土地湾上空的红星，

是枫香溪会议的光芒，

是长征途中的金戈铁马！

黔东苏区飘扬的红旗，

是最骄傲的红！ 

红得沉稳、红得艳丽，

红得磅礴、红得壮烈，

红得热情、红得奔放……   

——摘自《我爱桃源铜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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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红地标

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 , 是红三军很大的一个转变 , 肃

反停止了 , 提拔了一批干部 , 建立了党组织 , 恢复了政治

机关 , 在各县建立游击队和独立团 , 扩大了红军 , 建立了

根据地 , 这些都是很大的转变。

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 , 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 , 也收不

到部队 , 结果是不可想象的。 

　　　　　　　　　　　　　　　　　　　

　——贺龙《回忆红二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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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当年的红军那样鼓足勇气、付诸实践、战胜困难。要树立“开放创新、

苦干实干”的新铜仁精神，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冲破各种藩篱、扫

除各种障碍，走科学发展的路径。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加速发展、加

快转型，推动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同时，要敢于触动既得利益格局，

理顺各种利益分配关系，探索和建立新型管理方式，促进社会的公平

正义。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幸福美好的新铜仁。

无数的理想与实践、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取得一个又一个

的胜利：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是人民群众，永远心系群众，永

远为群众谋利益，永远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鱼水之情，让他们分享

到发展的实际成果。

本书发现、收集和整理了有关铜仁各地的大量红色史实，佐证了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突出地位与显著作用。同时，也用全新的视角与笔

触透视了老区的发展，见证了老区人民的幸福生活。今昔对比，沧海

桑田。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追求人的独立、解放、发展与幸福

是历史的发展潮流。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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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3 月于铜仁

　　　　 （作者现为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时任铜仁市委书记）

铜仁，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土地。从这里，走出了杰出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逸群、红军高级将领旷继勋等仁人志士。在这里，

建立了云贵高原上首个红色政权——黔东特区，并实现了红军长征中

的首次胜利会师。

1934 年 5 月，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转战至此，开辟

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理想的火种从此播撒在了黔东大地。同年，任弼时、

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与红三军（后恢复

为红二军团）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1936 年，红二六军团长征又经过

了铜仁。

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遍及铜仁，不仅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物质

遗产，也留下了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所到之处，他们开展了艰苦卓

绝的革命斗争，带领穷苦人民求独立、闹翻身、谋发展。军爱民，民拥军，

各族英勇儿女争当红军。许多可歌可泣之事世代流传。

铜仁，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后胜利曾作出了巨大贡献与牺牲。根

据地用物质和人力支持并壮大了革命力量，让两支疲惫之师得到休养

生息，孕育诞生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同时，也有力策

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早已淡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铜仁，在不断发展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如今，于铜仁而言，改革开放到了攻坚期，社会也进入了转型期。

总体而言，贫穷与落后仍然是横亘在面前的最大“敌人”。我们必须

用全新的视角与笔触透视老区的发展
□文 / 廖国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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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更立足于当下，立足于对铜仁跨越发展的展望，为读者全方位、

多层次地展现了红色黔东的历史和今天的变化，展现了铜仁加速发展、

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历史进程。

本书将这些报道汇集成册，公开出版发行，这对弘扬长征精神、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正能量有着积极的意义。

对提高黔东革命老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宣传推介铜仁的红色资源和

红色旅游，也大有裨益。

现阶段，贵州发展到了新的起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

攻坚克难，确保到 2020 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贵州的”

中国梦“。在贵州发展的新阶段，弘扬长征精神，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贵州的发展凝聚和传递正能量，我们媒体人生逢其时，大有作为。

3

（作者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贵州日报社（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红色黔东》付印出版，值得祝贺！

铜仁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土地。黔东革命老区是红军

三大主力军——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地，也是云贵高原上第一块红色根

据地，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已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是贵州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红军精神

和长征精神，是媒体人的责任和光荣。在纪念建党 90 周年之际，贵州

日报报业集团集合报网资源，精心策划推出 “纪念建党 90 周年·红色

贵州行“大型特别报道，其中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报道是重中之重。在

黔东革命根据地特别报道活动月之中，媒体与地方党委政府互动，开

展了火把传送等深受群众喜爱的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本次活动，

贵州日报报业集团采取了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全程覆盖，开创了对一

个地区集中宣传报道的新纪录。为读者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了红色

黔东的历史和今天的变化，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多方面

信息。这是一次策划精细、报道到位、内容丰盛、主题鲜明的重大战

役性报道。这组报道必将见证铜仁的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

的历史进程，成为红色黔东腾飞的时代标记。

这次活动，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立体呈现和全程覆盖，开创

了对一个地方集中宣传报道的新纪录。不仅仅着墨于全景式地回顾历

传承长征精神  推动跨越发展
□文 / 姚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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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 90 华诞之际，黔东大地涌动着一股股红色激流。贵

州日报报业集团记者深入黔东各县，推出了数十篇采访报道，读后令

人感慨，令人振奋。这些报道汇编《红色黔东》一书，对学习党的历史，

弘扬长征精神，激励干部群众斗志，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本书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全面生动地展示了黔东的今昔。令人振

奋的是，黔东老区的干部群众，不仅珍惜光荣的历史，更珍惜当下宝

贵的机遇。他们弘扬“坚定信念、无私奉献，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老区精神，以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正爬坡上坎，奋力

赶超。当前黔东大地，正呈现千船竞发、百舸争流，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的可喜局面。

衷心祝愿黔东的明天更美好！

65

                  （作者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一部全面回顾黔东革命根据地红色历史，展示 90 年来黔东儿女奋

发图强、开拓创新，黔东大地翻天覆地发展变化的史书《红色黔东》

即将出版发行，我谨代表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表示祝贺。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 1934 年由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三军在黔

东大地组织动员各族人民创建的贵州高原上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红色

革命根据地。这块独立的根据地，是当时全国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不仅为湘鄂西失败后转战千里、历尽艰

辛的红三军创造了休整、发展的条件 , 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 也使自

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征后，艰苦奋战、遭遇困境的红六军团能够向黔东

进发，实现同红三军胜利会师 , 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开辟湘鄂

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 并孕育产生了三大

主力红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

作为贵州高原上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播下的

革命火种，深刻地影响着贵州的革命进程。在黔东根据地开创和扩展

期间，黔东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热情得到提高，积极参加根据

地的建设和苏维埃运动 , 这在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产生了深

远影响。当红军离开黔东后 , 黔东人民为保卫革命成果 , 继续进行不屈

不挠的斗争，同时也作出了重大牺牲。黔东人民具有前仆后继的精神，

先后在思南、德江、松桃、印江等县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和游击队武装 ,

积极投身到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挽救中华民族、迎接黔

东解放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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