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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学术 ，以文化人 ；咨政建言 ，服务地方

——

“

新常态下革命老区发展暨巴文化研究
”

学术交流会会议综述

刘 长江 ，何先成

（四川 文理学院 四川 革命老 区发展研究 中心 ， 四川 达州 ６ ３ ５００ ０ ）

摘 要
：

“

新常 态 下革命老区发展暨 巴 文化研究
”

学术 交流会是 ２ ０ １ ５ 年由 四 川 文理 学院主 办 、四 川 革命老

区发展研 究 中心与 巴 文化研究院联合承办 、达 州 市社科联协办 的 一次重要学术活动 。 会议紧 紧 围 绕
“

新常 态 下

革命老 区发展暨巴 文化研究
”

这一主题设置 了 四 大专题 ， 即老 区经济发展研究 、老 区社会治理研究 、 老 区革命精

神研究 、老 区历 史文化研究 ？ 与会学人围绕这四大专 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与 交流
。
会议的 召 开体现 了 四 川 文理

学 院四 川 革命老 区发展研究 中心与 巴 文化研究院 的 学术宗 旨和社会责任 ， 即
“

繁荣 学术 ，
以 文化人 ； 咨政建言 ，

服务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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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５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 由 四川文理学院 主办 、区经济发展的探讨成为近年来老区研究的热点之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与巴文化研究院联合
一

，本次会议收到相关论文 ２ ３ 篇 。 钱志鸿 、陈晓

承办 、达州市社科联协办的
“

新常态下革命老区发军、刘凤《市场经济条件下我 国农村新型集体经济

展暨巴文化研究
”

学术交流会 ，在四川达州四川 文组织研究 》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变革 出

理学院隆重召开 。 来 自 国 内 ３０ 多家高等院校 、科发 ，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经营 的

研机构 、党政机关 、文化单位的 １ 〇〇 余名专家学者新型组织
——专业协会 、专业合作社及股份合作

出席了这次交流会 ，会议收到论文 ９０ 篇 。 会议紧社的功能与特征 ， 细致考察了上述新型集体经济

紧围绕
“

新常态下革命老区发展暨巴 文化研究
”

这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与家庭承包经济的改革与创
一

主题设置了 四大专题 ， 即老区经济发展研究 、老新价值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指导价值 。 张玉龙 、

区社会治理研究 、老区革命精神研究 、老区历史文刘柳珍 《赣闽粤中央苏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 问

化研究 。 与会学人 围绕这四大专题展开了深人 、 题及对策研究 》针对赣闽 粤中央苏区县的经济总

丰富的探讨 ，发表 了不少真知灼见 ，让我们受益匪 量小 、经济结构不合理 、发展后劲欠缺 、人民生活

浅 。 下面笔者拟根据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和发言 水平低 、社会发展落后等现状 ，对新时期推进赣 闽

情况对本次会议作一综述 ，并摘 出部分精彩观点粤 中央苏区县发展的总体战略提 出 了 相应对策 。

以繪读者 。马强 《川陕革命老区历史定位与文化资源的开发 》

－

认为 ，川陕革命老区的现代发展 目前在全国革命
＇＊

老 区社会发展中仍然处于相对落后与封闭状态 ，

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政策 的全面深人 ， 以 及为首先与长期 以来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认识与

完成 ２０２０ 年国家全面小康的宏伟任务 ，对革命老定位较低的束缚有
一

定关系 ， 因 而需要对川陕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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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 四 川 渠县人 。 教授 ，主要从事 川 陕 苏 区 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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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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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历史贡献与地位重新评价和定位 ；
其次川陕革命老区应当 以旅游资源为依托 ，促进区域旅游

革命老区的资源优势是 区位优势 、 自 然资源与文合作 ，推动旅游产业整合 ， 走 内生型旅游扶贫之

化资源并重 ，蜀道 申遗并被列人联合国 自 然与文路 。 银元 、成涛 、欧露 《经济新常态下革命老区旅

化双遗产预备名录表明秦巴山地的 自然资源与历游业发展新要求及路径分析 》探析了新常态下革

史文化资源已经得到国际上的公认 ；其三 ， 目前川命老区旅游业转型发展面临的突出旅游业作为综

陕革命老区应该大力开发生态旅游资源 ，而对历合性产业的带动作用 、树立
“

后发也要高点起步
”

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则需要组织专家考察挖发展理念 、改变单纯依靠政府主导 的发展模式 、注

掘 ，科学论证 ， 避免无序盲 目 开发 。 冯明放 、彭洁重社区广泛参与等新要求 ，并从明确发展导向 、确

《打造川陕革命老区红色旅游的几点构想 》认为利定发展 目标 、提升发展方式等方面提出 了发展路

用川陕革命根据地丰富而有特色的红色旅游资径建议 。 陈思华 、李正郁 、 王邦龙《老区资源开发

源 ，将秦巴地区打造成为
一

个红色旅游带 ，是带动理应享有更多红利
——达州市天然气资源开发情

当地扶贫开发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载体 。 文况调查报告 》认为达 州 天然气开发应创造促进地

章就如何打造该地区红色旅游带提出 了六点建方发展更多的机会 ，坚持企业与地方利益兼顾 ，走

议 。 傅忠贤 《革命老区川 陕苏 区
“

十三五
”

规划应开发
一

方资源 ，发展
一

方经济 ， 富裕
一

方百姓 ，保

把培育和提升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列为战略护一方环境的新型开发之路 。

重点 》认为农业现代化是革命老区 川陕苏 区未来此外 ，李弘扬《川陕 （达州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短板 ，为此 ，文章建议应的思考 》 、 陈爱平 《搭好发展 的 台 唱好资源 的戏

该将培育和提升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列人革建成秦巴的明珠 》 、李愈强《新常态下革命老区县

命老区川陕苏 区
“

十三五
”

规划的战略重点 。 马啸经济形势及对策研究
——基于宣汉县的调查思

《新常态下陕甘宁革命老区发展阶段性特征研判 》考 》 、蒋成会《创新扶贫工作 推动老区发展 》 、王明

对改革开放以来陕甘宁革命老区发展的阶段性特清 《新常态下革命老 区达州加快发展总体战略研

征进行了总结 ，认为老区发展任务仍很艰巨 ， 需要究 》 、代以胜《革命老 区加快发展的思考 》 、蒲东恩

国 家大力扶持 。 靳能泉 《秦巴 山 区连片扶贫开发《党和政府理应支持革命老区 的发展 》 、陈哲敏《 四

研究
——

以达州市为例 》对地处秦巴 山 区 的达州川红色旅游景点外宣资料的特点及翻译建议 》 、奥

市的连片扶贫开发进行了研究 。 认为应该在熟悉 亚锋《试论秦 巴山 区扶贫开发生态产业的战略选

国家和省上有关扶贫开发的各项政策措施 、 以大 择 》及王先伟 《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发展路径探析 》

扶贫观念赢得连片开发的系列支持 、 坚持三个面 等 ，
也就相关问题做了探讨 。

向做好扶贫连片 开发工作等方面下功夫 。 孙杰＿

《基于新常态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 》立足
^

于中国实际 ，针对农业可持续发展 ，讨论了农业环相关论文 １ ７篇 ，各文角度不同视野独特 。 陈

境 、社会经济体系 、投人 、耕作种植系统四个维度仲 、南景毓《新常态下达州市政法工作服务民生的

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 中 国人民银行达州市模式研究 》探讨了在新常态下达州 市政法工作服

中心支行课题组 《新型城镇化金融保障机制 问题务 民生的模式 。 认为达州市政法工作服务民生要

研究
——

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 》对达州市新型城立足于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的 目 标 、重视法治和

镇化建设基本情况和金融需求特点进行了分析 ， 德治两个依据的结合 、采用源头治理 、动态管理和

针对金融在构建新型城镇化可持续资金保障体制应急处置三种方式 、构建社会矛盾预警机制 、利益

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 了独到的建议对策 。 高乃云表达机制 、协商沟通机制 、救济救助机制和依靠党

《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文化竞争力提升机制论析 》认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 同 、公众参与和政法保

为构建红色旅游文化竞争力提升 的协同推进机障五种力量。 成良臣 、成立 、刘长江 、孙杰 、陈显川

制 ，需要立足于时代发展实际和革命老 区 自 身特《达州市基层文化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对达州基

点 。 孙根紧《 自 我发展能力培育视角下 四川革命层文化建设的现状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人的调

老区旅游扶贫研究


个分析框架 》认为 四川査研究 ，并作出 了具体分析 ，进而提出 了针对性的

？１ ５ ６？



刘 长江 ， 何先成 ：繁 荣 学术 ，
以文化人

； 咨政建 言 ，服务地方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１ 期

建设策略 。 韦顺国 、凌绍崇《论革命老区 乡村文化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 困境与应对 》
，刘永亮 、陈岗

建设的主题 、原则及价值——以左右江革命老 区的《破解我 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困局 的对策 思

为例 》对左右江革命老区 乡村文化建设的主题 、 目考 》 ，兰奎 、陈岗 、刘永亮 、李玉印 的《基于精准扶贫

标 、原则及时代价值进行了探讨。 指 出革命老 区视角下的川东革命老区 乡镇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

乡村文化建设是打造
“

文化老区
”

建设的重要组成设研究 》
，张红芳的 《达州市人的城镇化评价体系

部分 ，对增 强
“

活力老 区
”

、

“

美丽老区
”

、

“

幸福老的构建与水平提升 》
，刘昕华 、高乃云的 《城镇化进

区
”

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 康杰 《 四川 革命老区人程中革命老区农村教育 问题探析 》 、王瑶瑶 《达州

才资源开发策略研究 》运用灰色系统理论 ， 以革命革命老区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等 ，也属

老区达州为例分析了当前革命老区人才培养中的于对革命老区社会治理的研究 。

问题 ，得出 了人才培养方面应该做到
“

三要
”

的结＝

论 。 杨登述《川东革命老区软环境的问题及优化

对策研究 》详细介绍了 目前川革命老区经济社会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
发展软环境存在的 问题 ，进而提出 了优化川东革 问题 ，本次会议收到相关论文 １ ９ 篇 。 范藻 《新常

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的对策 。 王秀珍 《达
态下达州红色文化的传播研究 》详细介绍了达州

州市农村生态养老服务体系 的构建 》指出构建人 红色文化及其传播的基本情况 ，提出 了红色文化

人参与 、人人尽力 、人人享有的农村生态养老服务 的传播策略即建立
“

三网合
一

，
，

的传播平台 ，实施

体系 ，是解决达州严峻老龄化问题 ，发展养老服务 “

主体引导
，
，

的传播技巧 ，实现
‘ ‘

媒体互动
，
，

的传播

产业
一

种可行的选择 。 陈熙隆 《达州市 中小学信 效应 ， 丰富
“

红色旅游
”

的传播载体 ， 打造
“

红色经

息化应用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针对 四 川省达州市典
，
，

的传播艺术 。 毕瑛涛《以 巴渠红色文化为软实

中小学信息化应用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提出 了相力促进区域社会大发展
——

进
一

步发挥达州红色

应的对策建议 ， 即科学认识教育信息化 、完善和优文化纪念场馆作用 的思考 》介绍 了达 州 红色文化

化信息资源管理平台模块 、 更新教师教育信息技纪念场馆分布与建设概况 ，对如何进一步发挥红

术能力和整合教育信息技术与学科知识等 。 南景色文化纪念场馆的作用提出 了建议 。 龙跃 、严庄 、

毓 《达州市涉法涉诉信访积案的化解研究 》大致勾李渝 、龙渠《革命老 区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建设应

勒 出 了达州 市涉法涉诉信访积案的成因 、特点 、化有更大作为
——

以 四川文理学院图书馆为例 》以

解方面的成就与不足 ，并针对达州市涉法涉诉信四川文理学院图 书馆为例 ，分析 了革命老区高校

访积案化解 方面的不足提出 了解决之道 。 孙亮图书馆在红色文化建设中的优势 ，进而指 出革命

亮 、罗小兵 、覃雪芹 、樊永强《村落社会结构变迁视老区高校图书馆在红色文化建设中应该发挥文化

阈下川东民间传统体育嬗变与传承研究 》基于村阵地的作用 ， 宣传教育的作用 ， 资源建设的作用 ，

落社会组织 、经济 、 文化和生活结构变迁视角 ， 以同时革命老区高校 图书馆还应在参与研究 、提高

建国初期 、文革时期 、恢复发展时期和分化时期为服务水平 ，嵌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加强横向联

序 ，采用文献资料法 、 田野考察法等研究方法 ，考系 、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方面有更大作为 。 黄涓 《川

察了川东民 间传统体育的嬗变过程 。 苟延杰《基陕革命老 区红色文化遗产教育探析 》认为川陕革

于战略定位理论浅谈达州 市城市品牌建设情况 》命老区应加强川 陕地区的红色文化遗产教育 ，这

根据战略定位理论考察了达州市在城市品牌建设样既能使这些红色文化遗产得到更好地保护利

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提出 了达州市城市品牌建设用 ，又能使受教育者更好地 了解历史 ，緬怀先烈 ，

四部曲 ： 占领心智 ， 精准定位 ； 内 涵挖掘 ， 深度 阐升华爱国情怀 。 裴恒涛 《贵州红色文化遗产 的特

述 ；聚焦核心产业 ，培育核心产品 ；硬件塑形 ，软件点 、现状与开发 》认为贵州 的红色文化遗产的开发

铸魂 。和保护呈现出 不平衡的特点 ，全方位 、多层次地加

张俊浦的《川东地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大贵州红色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 ，对于传承红

的制约 因 素及 出 路研究
—— 以 四川 省达州市为色文化 ，推动贵州 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具有重要

例 》 ，王 富秋 、 李国荣 、
王敏的 《贫困 山 区乡 镇领导的意义 。 王盟 《试论

“

互 联网 ＋

”

时代红色历史记

？１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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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的重构和再现 》认为在互联网时代重构和再现性 、高级别性与广泛的民 间影响性等特点 。 指 出

红色历史记忆工作 ，要充分发掘和拓展博物馆 、纪
“

蜀道 申遗
”

工程的运筹进行对于秦巴山区三国文

念馆等红色纪念场所的记忆再现功能 ，在触摸历化的珍重和保护有重要 的积极意义 。 蔡东洲 、刘

史的过程中完成对大众历史记忆的重塑 。 王敏 、 菊《达州塔坨史实考述 》对巴地大量蒙元时期的村

王富秋《影视明星 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价值取寨城堡等进行 了 调查并根据历史文献的零星记

向 的影响及对策 》侧重关注 日前网络上 的影视明载 ，考述了与塔坨相关的史事 。 认为龙爪城在宋

星负面新闻对大学生价值取向 的影响 ，提 出 了矫元战争中是双方争夺 的军事堡垒 ，洋 州治所曾 侨

正影视明星网络负面新闻影响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置其上 。 清代 白莲教起事 ， 龙爪城再度成为捍卫

对策建议 。 周艳红 《 以红色文化 自 觉培育 大学生达州 的护城寨子 ，为民众避乱之所 。 道光以后 ，寨

民族精神 》针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现状进行 了子设施被改建成龙山 书皖 ， 到光绪后期龙 山书院

分析与解读 ，认为从红色文化 自觉 的视角着力培又改为小学堂 ，是晚清达州传统书院转型为 近代

育大学生民族精神 ，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学堂的
一

个缩影 。 刘长江 、陈显川 《从反动军阀到

择 。 马建堂《四川 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传承水平提爱国将领 ：论抗战前后刘湘政治抉择中 的连续性

升探索 》从传承的角度对红色文化进行了探讨 ，认及抗 日 原因 （ １ ９ １０
？

１ ９３８ ） 》认为刘湘
一生的政治

为要促进红色文化 、革命精神的现代传承 ，有必要选择具有内在 的
一

致性 ， 即极力维护 自 己在四 川

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进一步发掘 、建设 。 邓幸俊的统治地位 ，不管是在军阀混战还是在抗 日 战争

《红色文化在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中 的价值与实现 》时期 ，其身上均伴随有四川军阀
“

统一全川
，，

和
“

川

认为红色文化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本源性人治川
，，

的观念。 陈 岗 《论川陕苏区时期廉政建设

优质资源 、优秀文化根基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 实践与启示 》探讨了川陕苏区时期腐化现象产生

高云飞《发扬红军精神 振兴革命老区 》 、郑丽 的原因 、川 陕苏 区廉政建设的 主要措施及成效 。

天《新常态下达州红色文化发展 的思考 》 、刘月 兰王明前《试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与土地革
《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特点探析 》 、李秀明 《川 东革命 命 》全面考察了川陕苏 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土

老区童瑶的教育传承研究 》 、姜仕华 《以
“

巴山红军 地革命 ，认为川陕苏区在延续鄂豫 皖苏区苏维埃

精神
”

切实加强川陕革命老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 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的成功经验的同时 ，
也具有

建设 》 、陈海平 《革命老 区口 述史料影像库的构建自 身的历史特色 。 佟德元 、钟 日兴《 川陕苏区 中共

策略
——

从历史文献片 

＜红星辉映达州 
＞谈起 》 、 政治治理体系探析一与 中央苏 区之 比较 》通过

陈士勇 、黄晓利 、赵洪波《抗战精神 ：培育和践行社 与中央苏区的政治治理体系的对比 ，认为川陕苏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资源 》 、 王飞《弘扬革命 区 的政治治理体系具有 自 身的特色 。 川陕苏区在

老区精神 提升 四 川文化软实力 》 、高瑞、
王婷婷 实现对各级苏维埃政权的权力制约与民主监督方

《新时期弘扬红军精神 促进老区发展 》等 ，也对相 面 ，与 中央苏区相比 ，其突 出特点是十家代表制的

群众监督和扩大贫农团权能的社团监督 。 周明贵

四 老区历史文化研究
《川陕苏区货币设计探究 》通过对川陕苏区货币 的

＇

整理 ， 以平面设计的角 度 ，分析了川陕苏区货币设

关于老区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会议论文涉及最计的主题 、版式 、图案 、色彩 。 钟小明 《对中央苏 区

多的 ，本次会议共收到相关论文 ３ １ 篇 ，论文侧重时期开展批评与 自 我批评的思考 》梳理了中央苏

于新材料 、新观点 。 崔洪礼《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区批评与 自我批评在中共党史上所经历的演变 。

地位作用新论 》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温金童 《陕甘宁边区 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经验与

作用 ，提出 了
一些新的观点和史料 ，认为川陕苏区现实启示 》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坚持医疗卫

发挥了承载沟通 中国革命南北两大部分和
“

两个生工作的统一战线 ，吸纳了国际主义战士和 国统

大本营
”

的重要桥梁作用 。 马强《打造秦巴 山地三区的爱国进步医务人员和医疗团 队来到边区 ，建

国文化资源的特点 、价值与保护 》认为秦 巴山区的立起了较为正规的完善组织机构 ，形成了 以预 防

三国文化资源极其丰富 ， 而且具有原发性 、 独特为主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和

？１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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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积累 了丰富的医疗卫生工作经验 。 贺永 田 、 巴文化的重要遗址 ，它们是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

石堂《川陕苏 区红军的新兵教育与训练
——

以＜的实证 ，川东境内 的米仓古道 、荔枝古道是蜀道的

红军新兵基本训练纲要＞ 为 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

《红军新兵基本训练纲要 （第六版 ） 》的分析 ，考察对巴文化的研究可以纳人
一

带
一

路的大视野来考

了川陕苏区红军 的新兵教育与训练问题 ，指 出 川察 ， 巴文化要充分利用互联网 ＋ 和文化＋ 的催生

陕红军新兵教育与训练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

一是力 ，推动文化事业的新发展和新繁荣 。 李万斌 《新

从实际 出发 ，具有针对性 ；
二是重内容 ，轻形式 ，讲常态视域下巴文化内生力及其现实意义研究

——

求实效 ？

，
三是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 。

二人的兼论对川东北特色文化旅游发展的激活作用 》认

另
一

篇文章《川陕时期红四方面军红军的党政工为 ，新常态视域引领社会实践主体的思维能力和

作
——

以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为中心 的考察 》以实践指 向 ，从而引领推动社会的发展进程 。 巴文

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为中心 ，对川陕时期红 四方化内生力体现 巴文化 内 聚原发动力的特有秉性 。

面军的党政工作 的
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认为毛巴文化的 内生力对推动川东北特色文化旅游发展

浴镇党政工作会议是红四方面军对军队党政工作具有积极的激活作用 。 该文提出 了巴文化进
一

步

的独立探索 。 何先成《 川陕苏区的戒烟运动及其研究和发展 的 方向 。 刘 兴国 《浪漫 回 归 诗意栖

成效再探讨 》利用学界新近整理出版的 《川陕革命居
——

巴人民居和聚落的 文化特色 》探讨了 巴人

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 》及其它相关资料 ，对川民居和聚落的文化特色 ，指出巴人由 穴居 、架木为

陕苏区的戒烟运动及其成效进行了再探讨 。 作者巢发展到干栏之居 ，综南北建筑之长形成具有 巴

认为 ，川陕苏 区创建之初 ，苏区政府暂时承认 了鸦文化特色的井院式吊脚楼和与 自然和谐的 民居聚

片的合法性 。 从一九三三年八月到红 四方面军撤落 。 鲍明《 区域文化符号与 文化定位研究
——以

离川陕苏区为止 ，戒烟措施更加完善 ， 内容更加丰辽宁为例 》通过对辽宁文化符号与文化定位等问

富 ，方式更加多样化 。 由 于川陕苏区的苏维埃政题开展应用性研究 ， 为辽宁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

权是
一种战时体制 ，这就使得戒烟运动并没有完与策略提供了建议 。 高玉侠 《地域音乐文化传承

全根除苏区的烟毒 。 总的来看 ， 川陕苏区 的戒烟与发展的思考
——

以辽宁满族为例 》认为只有政

运动取得如期成效 。 刘魁《革命性与娱乐性 ： 中共府 、学校 、媒体及旅游区等各个传承平 台或称传播

与 民众互动视野下的苏区戏剧 》从 中共与民众互主体协同合作 ，共同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 ， 满族

动的视角 ，
以苏区俱乐部为中心 ，探讨 了苏区的戏音乐文化才能真正实现保护与传承 。 何易展《论

剧 ，认为在演戏与看戏的互动中 ， 中共依然牢牢掌文化研究中的地域情缘 》认为巴文化 同其它地域

握着主动权 。 刘善玖 、钟继润 《试论中央苏区时期文化
一

样 ，其在具体而微 的某些方面可能存在某

的药品筹措 》探讨了 中央苏区药品筹措的方式 。 种差异和共性 ，但决定这种差异 与共性的 双重特

认为苏区政府和红军通过选用草药 、战场缴获 、统征的 ，正是所有古今中外 文化承传 中充盈不衰 的

一

采购 、私人捐献 、开展贸易 、创办药厂 、办药业合地域情缘 。 王隆毅等 《巴 文化典型文化元素研

作社等形式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药品筹措工作 。究——以罗家坝遗址 、城坝遗址为例 》以新石器时

学者也较为关注巴文化及其它文化圈层 。 李代晚期和战 国时期为研究重点 ，探讨 了两遗址反

明泉《新常态下巴 文化产业 的发展路径 》认为 ， 巴映的较为突出 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征或现象 ，

文化与蜀文化 ， 以及与周边 的楚文化 、秦文化 、 吴并进
一

步分析了其含有的周边文化因素 。

越文化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 对 巴文化研究 目前王敏 、冯明放 《 明清时期陕南移民开发的经验

还不够深人 ，我们要凝练内 核 ， 理清文化特征 ，搞与启 示 》 、邓华冬 《略论四 川革命老区历史 》
、 张筠

清某些文化符号 ， 如宣汉 罗 家坝 出土 的
“

巴蜀 图 《坚定理想信念 推进老区精神文化建设
——以川

语
’ ’

（或
“

巴巫图语
”

）都还有待进
一

步探究 ，要充分陕革命根据地传播马 克思主义为例 》 、陈雪涛《服

利用这些独特的文化元素和优势 ，推动发展相关务于革命战争的川陕苏区邮电事业 》 、周宓《 巴 邑

产业经济 。 根据 目前的研究 ， 川东米仓古道 、荔枝古地文化精神的传承 》 、陈伦敦 《 明
＜

蜀都赋 ＞辨

古道与宣汉罗家坝考古遗址 、渠县城坝遗址都是析 》
、
王绍林 、彭金祥 《达州 巴文化特征调查研究报

？ １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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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 、李莉 《城镇化进程中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史问题的 ，
也有研究革命老区精神传承的 ； 既有研

遗产保护传承状况调査
——

以恩施州大路坝 区和究巴文化与其它文化圈层的关系 的 ， 也有研究巴

屯堡乡 为例 》等 ，从不同角度对老区历史文化进行文化产业化及其生态发展的 ；
既有专项研究的 成

了论述 。果 ，也有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 的成果 。 这些都充

分说明革命老 区或巴文化研究具有进一步深化和
五 、小结拓展的巨大潜力 。 （ ３ ）研究视野宽广 、研究方法独

与 以往会议相 比 ，此次会议主要有如下特点 ：

特 。 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革命老区或巴文

（ １ ） 出席会议的学人分布面广 、地区多 。 与会学人 化 ’特别是传承红军精神对推动革命老区经济

来 自川渝龄纖甘鄂闽桂辽京沪等多个省市 ，在学者们＿、想＃

他们之中 ，既有高雜働专家学者 ，贿魏ｍ

关的领导和专家 ，还有社科院 、社科獅党史研究

机构及其他相关文化事业单位龄家学者 。 本次
法等多种研究方法 。 全新的研究视角 ’ 让我们感

会议展示 了 当下中 国学界青年
－

代对革命老区或
鮮 目

一

新 。 ⑷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 ，体现了 四

巴 文化研究 的賴思考 ，呈现了众多有价細新
川 文理学院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与巴文化

观点 、新史料以及新视角 ， 加深了学界对革命老区
研究院—直以来所秉承的

“

繁荣学术 ’ 以 文化人 ；

或巴文化的理解 。 ⑵研究 内容丰富 、研究领域ｒ
咨政建 Ｂ ’服务地方

”

的学术宗旨 和社会责任 ’ 有

泛 。 人选论文既有研究革命老区经济新常态若干
＠于凝聚有志于研究革命老区和巴文化问题的＋

现实问麵 ，也有研究革命老区社会事业发展的 ，

？
家学者 ’共同推动革命老 区和巴文化研究不断＃

既有研究革命老区法治与社会建難 ，也额究 ^
红色文化Ｗ开发保雑 ；

既補究革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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