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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富宁，背靠云南，面朝广西，接壤越南，是云南既
沿边又“临海”的交通要塞，守护着云南的“东大门”。大革命时期，红旗漫卷左
右江，红色火种在这里播下，随后以燎原之势燃遍西南边区，铸就了富宁人民果毅
向前的精神和胼手胝足的性格。在这块被誉为“云南红都”的土地上，红色历史和
开放前沿彼此交融，谱写出一曲富宁高质量发展的变奏曲。

甘屯红军洞 记者 刘畅 摄

点亮革命火种 传扬红色精神

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唤
醒了富宁各族群众。“七村九弄”、层峦叠嶂、地势险要的富宁，是建立革命根据
地的理想之地。1934年11月初，红军在谷拉乡多立寨召开滇黔桂边区第一次党代
会，随着滇黔桂边区党政军组织的建立，富宁成为云南省创立时间最早、斗争范围
最广、坚守时间最长、少数民族参与最多、牺牲最大、政权最完善的第一块红色革
命根据地。

从此，革命之火燃遍壮乡苗岭、彝山瑶寨，各族群众纷纷响应红军的主张，劳农会
、赤卫队迅速成立。

富宁革命纪念馆 殷洁 摄

1987年1月12日，展现这段历史的富宁革命纪念馆开馆。34年来，富宁革命纪念馆
向世人讲述着一个个富宁县军民投身革命的感人故事。这里记录下了富宁县第一位
共产党员，也是第一位女红军战士李杏锦的身影，这里留下了红军进入富宁的带路
人刘家华的脚印，这里收藏着红军战士用过的米袋，还原了战争年代的艰辛不易…
…

“这里是富宁县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教材，也是呈现革命精神最好的载体。”富宁
县史志办主任马正坤面对纪念馆里的每一件物品，展板上的每一个故事都如数家珍
，“了解富宁在革命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传承红色基因，续写红色精神，是我
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激活红色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

富宁县作为云南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留下了许多血染山河的革命遗址和震撼心
弦的感人故事，身处革命老区的一座座红色乡村，正通过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
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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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谷留山新修的石阶而上，谷留哨所屹立于山顶，从哨所向外眺望，谷拉乡谷留
村四周的环境一览无余。1934年领导滇黔桂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机构在谷留宣布成
立后，革命活动的中心也在“七村九弄”一带，为了保护领导机关和抵御滇桂军阀
的围剿，红军在谷留山顶修筑了这个哨所。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每年都会有大批游客来到这里接受红色教育。

谷留村

虽然过去的谷拉乡是深藏在大山深处、历史皱褶里的“发展死角”，但是，只要找
准路子，就能变劣势为优势。“谷拉众多较为完整的革命遗址遗迹为红色文化旅游
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谷拉乡境内还留存着多立会址、弄所红军洞等较为完整的革命
遗址，经过后期修复建设，这些革命遗址设施完备，已经具备对外开放、发展旅游
的基础条件。”富宁县谷拉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黄晓丽介绍，目前，谷拉“红色文
化+”精品旅游已具备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游客认可度。

充分挖掘红色旅游文化资源，擦亮“云南红都”品牌，富宁正在奋力打造以红色文
化为主的研学康养圣地，推动“红村”加速振兴。可以预见，伴随着创新变革走深
走实，一个红韵积淀、乡愁浓郁、风貌宜人、业态丰富的“红都”将成为革命老区
的明日印象。

创造“神火速度” 加快产业升级

在富宁县绿色铝材一体化产业示范园区内，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的数字孪生中台
上，各项生产数据指标实时变化，通过该平台，可以实现工业生产全流程可视化、
模拟化，同时可以保证产品的高质量产出和生产工人的安全。

云南神火90万吨绿色铝材一体化项目落户富宁，从开工到投产仅用了一年多时间，
实现了项目高质量、高标准快速建成投产，创造了云南工业项目建设的“神火速度
”。同时，该公司通过创建有色行业及云南首个5G+MEC智能工厂，促进了5G技
术在绿色铝产业的广泛应用，构建了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绿色铝产业体系，有力地
推动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绿色铝产业集群化发展。

富宁县委书记陈家兴介绍，围绕打造“中国铝谷”核心区的发展定位，富宁在建成
云南神火90万吨绿色铝材一体化项目和新引进60万吨再生铝的基础上，力争到202
5年达到200万吨铝产能以上。同时，以上下游配套产业为主攻方向，完善产业布局
，逐渐形成一条“价值链趋向高端、产品链趋向终端、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高端
铝产业体系，把富宁打造成为千亿级绿色铝材一体化加工示范基地。

同时，为产业发展扬帆起航，富宁县用心书写转身向海和沿边开放“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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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与越南河江省苗旺县上蓬口岸对望的田蓬口岸和正在建设中的珠江第一港—
—富宁港资源整合初见成效，铁海联运和多式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基本打通。未
来，田蓬口岸物流枢纽将全面建成，通道运输能力更强、枢纽布局更合理、多式联
运更便捷，物流服务和通关效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连接两广，直通粤港澳大湾区
的富宁港将能满足远期年货运吞吐量1410万吨、客运流量160万人次的需要，成为
“云南红都”通达世界的便捷水路，为富宁产业蓬勃发展提供坚实力量。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回顾峥嵘岁月，富宁各族儿女成为了同仇敌忾
的英雄儿女，挥戈于崇山峻岭之中，出没于乡间田野之上，一座座历经沧桑巨变的
红色遗址生生不息，鸣奏着时代重音。不远处，富宁高铁站的列车正要出站，载着
革命老区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全速前进。

李杏锦：文山州第一位女红军战士

富宁县剥隘镇地处云南东大门，历史上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商贸活跃、工业兴旺
，新鲜资讯不断涌入，同时也激发当地人们的思想不断革新，因此富宁县也成为云
南省最先接受新思想、新思潮的地方之一。20世纪20年代，以李杏锦为代表的一大
批剥隘壮族青年奔赴南宁、广州等中国革命大本营，踊跃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
中。

李杏锦是富宁县率先参加红军的革命先驱，也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第一位女红军
战士、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早期她在剥隘读完私塾后进入了百色孔圣庙小学读书
，因父母想将她嫁给邻居，不满包办婚姻的李杏锦离家到南宁女子师范班继续就读
。”富宁县委史志办主任马正坤说，在此期间，她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与
学生运动，并在毕业后到百色任小学教员。

1929年10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领广西百色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开赴百色准备
起义。李杏锦得知消息后，毅然辞去教师职务，与20多名妇女一道参加革命。193
0年1月，李杏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红军撤离百色县城后，上级决定将李杏锦等3人转移到万承县农军司令何焜住处
，再由何焜伺机护送到香港。同年，何焜、李杏锦和农协委员长何以奎成功组建了
万承县人民政府并取得政权，李杏锦以极大的热情深入群众，宣传红军的革命主张
，受到群众的爱戴，群众都亲切地称她“阿李”或者“李姐”。

次年春节，敌人利用县政府守卫人员不足的空当，杀害何焜之后，随即围攻县政府
，激战中，何以奎被当场击中牺牲，李杏锦被子弹击中，最终因流血过多牺牲，年
仅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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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花似锦的岁月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的故事在富宁乃至广西、贵
州广为流传。”马正坤表示，李杏锦牺牲后，当地壮族妇女开始反对封建包办婚姻
，走进学校学习新思想、新文化。

壮语《国际歌》从革命年代传唱至今

“这首歌我们都会唱，从小就在学。”富宁县花甲乡那耶村的周东颖今年上五年级
，她从小听着壮语《国际歌》长大。在当地，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两三岁的
稚子，《国际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歌承载着那耶的红色记忆，也见证了
那耶人民不屈的革命斗争。

1935年，为扩大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党员干部覃永盖等来到花甲、阿用一带开
展宣传动员，为了激励当地群众投身革命，覃永盖通过逐字逐句推敲、反反复复修
改、一遍一遍试唱，终于完成了《国际歌》的壮语翻译，并教授当地民众传唱。壮
语《国际歌》种下的革命火种，激励着众多边疆各族儿女投身革命、不怕流血牺牲
、不惧艰难困苦。

这首壮语《国际歌》见证了我们今天的新生活，我们一直传唱，就是希望村里的孩
子们牢记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珍惜生活，努力奋斗。”村民沈廷芬今年78岁
，《国际歌》已经陪伴了她半个多世纪。

“我小时候就听家里人唱，在学校里老师也会教我们唱。”周东颖和她的小伙伴成
为了壮语《国际歌》的新一代推广者，让壮语《国际歌》的歌声一直传唱下去。“
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学校就开始教孩子们唱壮语《国际歌》，并且告诉他们这首歌
背后的故事。”花甲乡政府党政办秘书汪凤军介绍，如今，那耶村的孩子们不仅可
以从家中的爷爷奶奶那里听到壮语《国际歌》，也能从学校了解这首歌的来由。

每当重要的日子，少年们的歌声总会响彻村前的红色文化广场，他们或许还不能完
全理解歌词的意思，但歌曲里不屈的精神已经深深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山瑶不再山高路遥

“九分石头一分土”，羊肠小道缠绕在群山中，将贫瘠的土地撕开一道裂缝。在富
宁县归朝镇龙门村委会石山环绕的坝子中，居住着瑶族的一个支系——山瑶。300
多年前，山瑶支系从广西平果、德保、田东等地迁入富宁，聚居在归朝镇附近的村
寨中。

俯瞰龙秋村及进村道路 张文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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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岁的兰忠成从小就生活在龙门村委会龙秋村，他骑着摩托载着小儿子从镇上的集
市回来，车上挂着小儿子喜欢的玩具和衣服，还有蔬菜和鸡蛋。“以前要走四五个
小时才能到镇上，一个月也去不了一次。现在40分钟就到了，娃娃想要什么都能买
给他。”这个山瑶汉子和他深爱的土地一起从山高路遥跨越到幸福坦途。

“以前走路都嫌窄的一条路，雨天滑、晴天灰，现在开汽车都没问题了。”2004年
，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龙秋村全体村民扛上锄头、挎上篮子修起“致富路”。由
于石漠化严重，修路时很多地方都不能使用炸药，就得靠村民们一锄头一铁锹挖凿
出来，打炮眼、劈石山、开村路。村民们用不怕苦、不畏难的精神与汗水，将只能
一人过，不足800米长的小路开辟成了2米宽的毛路，并于2009年进行了道路硬化
，两侧还种上了鲜花装点，一条崭新的进村路让村民奔向幸福生活的速度更快了。

站在村口，遮天绿阴下，一侧是山瑶人不忘苦日子、珍惜甜日子的“思源泉”；另
一侧的石墙上记述着龙秋村的简介，中间一条平坦道路连接起外面的世界和曾经封
闭的山瑶村寨。近年来，凡是家里有富余劳动力的农户，都纷纷养起了山羊，这条
进村路也成为了羊群们进山吃草的必经路，被村民们称作“羊蹄路”。

龙秋村村口 殷洁 摄

经由“羊蹄路”，兰忠成家的甘蔗卖到了糖厂，赚来了女儿的学费，他自己也走出
大山，用汗水加盖了楼房。“只要肯吃苦，日子一定会更好。”兰忠成计划着过段
时间找个技术性强的工作，边学边干，“本事长在自己身上才有底气。”他说。

山瑶支系的发展历程与“直过民族”相似，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发
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少数民族。从前，家家户户都居住在歪歪斜斜、四面漏风的杈杈
房。“小时候，村民们都分散住在山间，平日里用水困难，我们到村小学上学，回
家时还得用土坛背水。”回忆起儿时的村寨，龙门村村务监督主任潘秋吉感慨良多
，龙秋村四面环山、地势险峻、交通闭塞，当地村民散居山间，收入微薄，“翻山
上学，下学背水”曾是潘秋吉的童年。

龙秋村一角 张文峰 摄

如今，村民们住进了砖房，打开水龙头就能用上干净的自来水，村里有了活动室、
广场和公共厕所，居住条件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们的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转
变，尽管村里设置了环境卫生公益性岗位，但村民们每星期依然自发对村内进行大
扫除，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在潘秋吉看来，龙秋村变化最大的是村民们的心态。
过去，村民们对村内事务不参与、不了解、不关心，如今都主动参与村内建设，有
了主人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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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村庄逐步成形，幸福生活也正在实现。近年来，龙秋村以甘蔗种植、生猪养殖
、苦参种植为主要产业，一改昔日只能种植玉米的困境。目前，龙秋村结合制糖企
业入驻归朝镇的契机，大力发展甘蔗产业，全村种植甘蔗216亩，年产量500多吨
，可为村民增收25万余元。“我们还引入了中药材山豆根种植，规划种植1000多
亩，目前正在平整土地，村民们以土地入股，未来分红又能增加一笔收入。”潘秋
吉谈起规划的种植项目充满干劲。

“坡芽歌书”唱响幸福日子

“命好才想回，相会心欢喜，欢喜过一生。”流传在富宁县剥隘镇坡芽村壮族地区
的古老民歌“坡芽歌书”是一曲悠远动人的情歌，土布上画着的81个图画文字讲述
了一对青年男女相恋的故事。

“坡芽歌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农丽英介绍，每天劳作结束，村民们便聚到一
起对歌，歌声悠远、曲调婉转。2012年，富宁县在“坡芽歌书山歌队”的基础上，
从全县抽调优秀青年组建了“坡芽歌书合唱团”，此后，这支合唱团将坡芽山歌悠
远的曲调带到了世界各地，并获得了多个国际、国内合唱比赛冠军。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壮族人，合唱团团长黄祥对“坡芽歌书”有着深厚的感情：“
‘坡芽歌书’不仅仅是一部动人的情诗集，更是一部壮族风俗文化画卷，你可以在
里面看到壮族百姓日常的劳作生息，也能感受壮族人民对生命与万物的思考。”

近年来，地处大山深处的坡芽村因坡芽山歌享誉世界而被世人知晓，成为了乡村游
的网红打卡地。谈及村里的变化，农丽英有着深切体会，原来村里信息闭塞，进村
道路是泥巴路，房屋低矮破旧，随着坡芽山歌唱出大山，走向世界，坡芽村迎来了
“巨变”：新建了民居、文化广场、停车场和文化墙，进村道路变得平坦开阔，公
厕、太阳能路灯、健身器材等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一应俱全。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今的坡芽村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我们将继续传
承好坡芽山歌，乘着乡村振兴春风，做强产业，做好乡村旅游，把坡芽村建设得更
加美好。”坡芽村村长农建斌信心满满。

云南网记者 殷洁 张登海 张文峰 王丹 马喆 黄鹏 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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