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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祝福）“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

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近日，河北传媒学

院“弘扬长征精神 践行初心使命”主题的《长征组歌》专场

演出在兴安校区演播厅举行，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受邀为

河北传媒学院师生送去了一场高水平的视听盛宴。

演出在大合唱《告别》中拉开序幕。从“男女老少来相

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的《告别》，到“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

五岭抢湘江”的《突破封锁线》体现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

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

《过雪山草地》展现出红军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革命精

神。歌声随着指挥手上动作时而低沉铿锵，时而高亢有

力，《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更是将演出推向

了高潮，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会场观众用掌声与演

出人员合奏。

这场演出让观众从视觉到听觉全方位地了解到于都

的红色旅游产品，零距离感受到了于都红色文化的魅力。

“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

发地，我以后一定要去一趟于都，更加近距离去体验长征

精神。”现场观众刘洋笑着说。

红色是于都的底色，为了让红色文化走出去，做强于

都红色旅游，近年来，于都县积极打好长征源合唱团、长征

源宣讲团、长征源演艺团“组合拳”，唱好红色歌曲、讲好红

色故事、演好红色情景剧。剧团成员足迹遍布北上广深等

一线城市和长征沿线重要纪念地，他们不断深入军营、学

校、社区巡演，让更多人了解于都，从而打响于都红色旅游

品牌。

此外，于都县还陆续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引客入

赣”奖补政策，形成政策聚合效应。精心创作红色文化

艺术作品《长征第一渡》《长征组歌》等，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资源，创作生产了一大批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文

艺精品。据了解，2023 年全年，于都红色旅游接待游客

超千万人次，吸引县外红培、研学团队 1800 余批次 16.3
万余人。

长征源合唱团走进河北传媒学院

“走出去”宣传于都红色旅游

本报讯 （陈钰芳）功能泡池、石板浴、汗蒸房、鱼

疗……处处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冬日“暖经济”呈持续升温

态势。近段时间，石城县九寨温泉愈发火热，每天都有大批

游客慕名前来，争相体验冬季别样的“暖心之旅”。

“这里山清水秀非常原生态，感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了，非常舒服和惬意，希望能‘洗’走烦恼，清清爽爽走进新

的一年。”来自抚州市广昌县的一游客开心地说。设施完

备、功能齐全，独具特色的九寨温泉让他倍感欣喜，认同这

里是休闲、度假、康养的不错选择。

石城九寨温泉是江西乃至全国少有的“双料”温泉，其

中天沐温泉泡池是以石城特色元素“莲”为主题的森林温

泉，重点打造都市温泉康养文化……近年来，石城县积极

创建温泉康养旅游度假区，探索“温泉+生态+度假”发展模

式，精心打造峡谷、森林、花海、都市、田园生活等多元化温

泉度假产品，形成住温泉房、游温泉景、玩温泉水的新旅游

业态。据悉，石城县内目前已经探明的温泉出水点有7处，

日出水量超万吨，2016年，石城县被评为“中国温泉之乡”，

2020年荣升为江西省首家“中国温泉之城”。

进入冬季以来，石城县温泉迎来旅游旺季，该县一方

面依托引客入县措施，积极与客源地旅行商对接，将旅游

资源和线路产品推向各客源市场，引爆温泉旅游市场，另

一方面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积极对接各地企

事业单位共谋合作，不断探索“旅游+”多领域融合发展新

模式，并深挖石城自身的文旅资源，做好温泉康养系列旅

游活动等营销手段，扩大知名度，让更多游客走进石城、了

解石城。

近日，历时 3年打造的大余县南安历史文化园核心景点——南安府

衙陈列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该馆是赣州市首个全面反映府衙历史文

化的陈列馆。

“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这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盛赞

南安地理形胜的千古佳句。大余，古称南安，秦时设关，汉朝庾胜将军筑

城驻守得名大庾岭，隋开皇十年置大庾县。北宋设南安军，元代为南安

路，明清称南安府，沿袭至民国元年。1957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改称大

余县。

千年南安，人杰地灵。始创于北宋淳化元年（990年）的南安府曾辖

大庾、南康、崇义、上犹4县，国土面积67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最高峰时达

7万余人，是古代中国“高看一眼、高配一级”的州府之一。1912年，南安

府毁于战火，前后存续时间近千年。

自古以来，南安府是兵家必争的咽喉之地、南北交通的枢纽之地、客

家先民的南迁之地、丝路商贸的繁荣之地、阳明心学的践行之地、《牡丹

亭》故事的策源之地、中国钨业的发祥之地……

“‘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描绘的就是南安府当时繁

华的景象。”大余县博物馆馆长黄敏介绍说。走进南安府衙陈列馆展厅，一幅

繁忙的东山大码头画作和一座大庾岭商路微缩景观格外引人注目。

大庾岭是中原与岭南的地理分界线，素有“南扼交广，北拒湖湘”之

称。大庾岭路将京杭大运河、长江、赣江、珠江连为一体，形成贯通中国南

北的交通大动脉。而南安府正处于重要的水陆换运节点上，中原物资南

下，岭南物资北上，均取道于此，南安府遂成一大都会，经济空前繁荣。

“那时南安府贸易税收占整个江西税收的四分之一，全国税收的百

分之一，经济空前繁荣。”黄敏说。为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南

安历史文脉，打响文化名县和旅游名县品牌，大余县严格按照明嘉靖十

五年《南安府志》的记录和描述，建设了南安府衙陈列馆，向人们展现明

代中晚期南安府衙的建制和风貌。

据了解，该陈列馆总投资约6000万元，占地面积约10090平方米，建

筑面积约2850平方米，整个府衙拥有1条中轴线，2套监控系统和2套照

明亮化系统。采用了青砖、波萝格等材料，建成了照壁、申明亭、忠爱堂、

君子堂、齐贤堂等21栋仿古建筑。

“‘忠爱堂’是府衙的中心，这是知府处理公务的场所。我们可以和

公案前透明屏里的‘知府大人’互动，沉浸式体验‘升堂断案’的大戏。”黄

敏介绍道。南安府衙陈列馆以“庾岭南来第一州”为主题，由“南安疆域、

南安经济、南安官员、南安先贤、南安文教、南安外交、南安未来”等七个

部分组成了南安府历史文化陈列展。展览采用 8个多媒体互动艺术场

景、2500平方米展线、100多件文物、60多幅名家楹联和石刻书法作品，通

过LED天地屏、多折木系统、微缩景观等科技手段再现南安盛景。

“南安历史文化陈列展充分展示了南安‘一府四县’近千年的历史脉

络和历史遗存，承载着千年南安人文的核心与灵魂。”黄敏表示，南安府

衙还为推进宋史、明史研究和青少年研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

了重要的平台。

本报讯（记者曾艳 通讯员邓浩亭）看赣

南采茶戏，吃客家饭包肉丸，喝瑞金牛肉汤，品

黄元米果……元旦假期，一批又一批的市民或

游客来到瑞金市文化旅游新地标象湖里文化

创意街区游玩，感受历史沧桑，体验文化魅力。

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是瑞金市将特色街

区与老旧小区提升改造相结合的一次尝试。

“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居民生活品质

提升、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文旅业态创新发展

三方面深度融合，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双提升。”瑞金市象湖镇党委书记钟淑萍介

绍说。在改造中，瑞金市既注重历史文化保护

利用传承，又与居民生活品质提升有机融合，

通过对老旧小区提升改造，盘活片区内红色、

古色历史资源，运用“商业文创+专业运营”模

式，深入推进文旅融合，聚焦“吃住行游购娱”，

让老城区焕发出新活力。

漫步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处处能感受到

人间烟火气。既有瑞金地道的牛肉汤、饭包肉

丸，也有展示竹编、瑞墨、苏区版画、紫砂壶等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的“前店后

坊”。富有客家特色的“抛绣球”表演，因互动

性和观赏性强，引得游客纷纷参与并拍照留

念。看罢表演，去喝一碗客家擂茶，成为不少

市民或游客的标配。

现场，瑞金市万田乡东坑村村民陈北京，

一边跟游客介绍黄元米果，一边将刚出锅的米果分享给游

客品尝。品尝之后，游客纷纷下单购买，与家人一起分享

客家人特有的美食。“这几天，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人气

旺，好多市民来游玩，我店铺里的黄元米果很受欢迎，仅元

旦假期，销售黄元米果收入就达16000余元。”陈北京说。

元旦假期，瑞金市在红色景区推出“元旦来瑞金 过个

红韵年”系列文旅活动，红福集市、祈福送愿等特色活动，

吸引了众多游客积极参与。五谷杂粮画、手工做草鞋、竹

编灯笼等传统非遗项目，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赏。

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是当地人气最旺的景区，每天都有超

万人在此“打卡”。瑞金市文广新旅局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元旦假期，该市共接待游客总人数 12.6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6600万元，分别增长13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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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冬季温泉旅游火热

大庾岭商路微缩景观（局部）。

一眼千年 梦回南安
——大余县南安府衙陈列馆开馆纪实

□特约记者叶功富 通讯员叶相发 文/图

南安府衙陈列馆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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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南安府衙展厅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