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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烈士纪念日。山西省太

原市东华门小学组织师生到太原市牛驼

寨革命烈士陵园祭奠烈士后，大家又走

进太原市双拥展览馆参观。

“今天我校学生作为代表参加省城

各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仪式结束

后，同学们还参观了太原解放纪念馆和

双拥展览馆，对烈士们为了人民幸福生

活而牺牲奉献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东华门小学一位老师说。

2014 年，为更好发挥太原解放纪念

馆红色教育功能，让广大军民多角度了

解太原军民的双拥历史，太原市决定筹

建双拥展览馆。2015 年，太原市双拥展

览馆建成开放，面积 1060 平方米，多角

度展示了太原人民与人民子弟兵生死相

依、浴血奋战的感人事迹。此后，许多党

政机关和学校都在此开展国防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等活动。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艘舰艇模型是

海军太原舰模型。”讲解员李君正在为参

观者讲述两代太原舰的故事。1953 年，

我国从苏联购买了 4 艘舰艇，依次命名

为鞍山舰、抚顺舰、长春舰和太原舰。“鞍

山”级四舰撑起了新中国的海防，曾多次

出色完成重大任务。1991 年，初代太原

舰光荣退役。2018 年，太原舰再次被命

名。2018 年 12 月，太原舰全体官兵被授

予“太原市荣誉市民”。2023 年，太原市

正式发布“城舰共建”服务保障清单，标

志着太原市与太原舰“城舰共建”迈向新

起点。

太原解放纪念馆副主任李妍告诉

笔者，在太原市，以“城舰共建”为代表

的双拥工作，近年来一直蓬勃开展，双

拥展览馆成为这些工作的宣传阵地和

展示窗口。今年 5 月，退役军人事务部

在 太 原 举 办“ 你 好 ，双 拥 模 范 城 ”全 媒

体 线 下 宣 传 活 动 ；“ 八 一 ”前 夕 ，举 办

“ 永 远 跟 党 走 —— 太 原 市 庆 祝 中 国 人

民解放军建军 96 周年暨纪念抗美援朝

胜利 70 周年文艺晚会”；9 月，举办纪念

双拥运动 80 周年书画作品展。通过双

拥 展 览 馆 这 个 阵 地 ，一 系 列 拥 军 举 措

得到更广泛的宣传。

今年 1 月至 9 月，太原市双拥展览

馆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21 万 余 人 次 ，其 中 中

小学生 11 万余人次，党员 6 万余人次，

充 分 发 挥 了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阵 地 的 功

能 。 展 览 馆 还 与 晋 冀 鲁 豫 革 命 纪 念

馆 、南 昌 新 四 军 军 部 旧 址 陈 列 馆 进 行

了馆际交流。

“虽然我是太原人，但我还是第一次

了解到战争年代农妇白银翠冒着危险抚

养红军后代的故事。”太原供水集团有限

公司员工马宇飞参观双拥展览馆后说，

“好传统不能丢，这些军民亲如一家的感

人故事，我们应该一直讲下去。”

山西省太原市双拥展览馆——

鱼水情深“一扇窗”
■张骁哲

“这张照片，是当年社区群众自发来

到军营为官兵义务修鞋时拍摄的。时值

盛夏，天气炎热，官兵切好西瓜送到群众

身边……”

金秋时节，记者来到位于辽宁省沈

阳市八一社区的八一双拥博物馆，匾额

上“双拥楼”3 个大字引人注目，志愿讲

解员、中学生项润琦正在为游客讲述一

张照片背后的双拥故事。

“虽然博物馆面积不大，但它展示了

我们社区双拥工作的历史传承，也是我

们现在开展双拥工作的主阵地。”八一双

拥博物馆馆长、退役军人姚振锋介绍，这

座二层小楼始建于 1983 年，由军民共同

建设，最初是供社区老人活动的场所。

2016 年，工作人员整理社区双拥工

作资料时，意外发现 30 多年前这座楼被

题名为军民共建“双拥楼”的老照片。他

们决定开发这栋小楼的“双拥功能”，收

集整理文物资料，打造展陈空间。不久

后，在相关部门推动下，八一双拥博物馆

正式挂牌，成为全国首家社区双拥博物

馆。

该馆设置“时光记”“人物志”“拥军

情”“学习雷锋”“致敬英雄”等 5 个展区，

展陈的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再

现了社区不同时期军民齐心、鱼水情深

的场景。

记者注意到，不少观众围在一块大

屏幕前驻足观看。这是该馆今年 8 月 1

日投入使用的一体化智慧平台，观众只

需动一动手指，就可观看近年来当地的

双拥活动影像。

“ 我 们 社 区 老 兵 多 、军 属 多 ，双 拥

工 作 一 直 倍 受 重 视 ，八 一 社 区 的‘ 八

一 ’二 字 也 因 此 得 名 。”社 区 书 记 赵 凌

建 说 ，“ 近 年 来 ，我 们 以 双 拥 博 物 馆 为

载体，举办致敬英雄摄影展、邀请抗美

援 朝 老 兵 李 维 波 讲 述 战 斗 故 事 、邀 请

官兵为群众开展国防教育、上线‘我是

雷 锋 ’直 播 间 …… 这 些 活 动 都 有 助 于

深化国防教育、凝聚军民意志、巩固发

展军政军民团结。”

记者了解到，“小小讲解员”项润琦

的父亲是一名二级军士长。“小时候，爸

爸很少在家，答应带我出去玩也经常爽

约。当我第一次走进双拥博物馆，才知

道原来解放军叔叔们都是这样。”项润琦

说，她报名申请担任博物馆志愿讲解员，

是希望能为更多人讲述军人使命、军民

情深的故事。

市民孙梁智参观完博物馆后深受触

动：“没想到，这座小楼有这么深厚的历

史底蕴。今年抗洪期间，我在网上看到

很多军民齐心共渡难关的视频，今天参

观后，我更是深深感受到‘军民团结如一

人’的强大力量。如果有朋友来沈阳，我

会推荐他来这里看看。”

辽宁省沈阳市八一社区八一双拥博物馆——

返璞归真“双拥楼”
■本报记者 任 旭 刘宝瑞 通讯员 王 飞

“80 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陕西省

延安市发起轰轰烈烈的‘地方拥军优属、

军队拥政爱民’运动……”10 月 13 日，湖

南省郴州市北湖区 200 多名中小学生来

到市双拥展示馆，开展“寻访红色印记，

传承红色基因”活动，聆听讲解员讲述那

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郴州市双拥展示馆，坐落在东塔岭

旁、郴江河畔，位于湘南起义纪念馆内。

该馆以郴州市双拥工作历史发展为主

线，全面展示了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

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

波澜壮阔的双拥史，生动展现了“军爱

民、民拥军”的鱼水情。展馆共陈列实物

165 件、照片 2600 余张、展板 300 余块，

展播用音视频资料 48 套。

置身馆内，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

事可说、有声可听，让记者耳目一新。该

馆充分运用声光电、多媒体等现代化展

陈手段，形式丰富，感染力强。

“1934 年 11 月 ，时 值 深 秋 ，寒 雨 潇

潇。3 位女红军在沙洲村村民徐解秀家

的屋檐下避雨，徐解秀主动邀请她们到

家中留宿……”每当中小学生前来研学，

讲解员都会讲起“半条被子”的故事。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

我们双拥展示馆的重要职能。”馆长杨太

林告诉记者，郴州作为湘南起义策源地、

“第一军规”颁布地、“半条被子”故事发

生地，许多革命故事广为传颂，红色底蕴

深厚。双拥展示馆建成以来，展馆工作

人员查阅大量史料，走访近百名健在老

兵，挖掘整理出许多新的双拥故事，补充

到展陈内容中。

“双拥展示馆是一个记录历史、弘扬

传统、教育后人的大课堂，为我们广泛开

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和双拥宣传

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依托展

示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能够让青少

年和广大群众全面了解我市双拥工作发

展历程，更好传承和弘扬郴州历史悠久

的双拥文化。”郴州市第九完全小学副校

长廖志强参观展馆后说。

双拥展示馆开馆以来，从东塔岭山

顶到山脚，革命烈士纪念碑、双拥展示

馆、双拥主题公园、八一路、军分区等红

色地标连点成线。郴州市将之打造成

“一碑、一馆、一园、一路、一营”“五个一”

红色文化带，形成这座“林中之城”颇具

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据了解，下一步，

郴州市将持续挖掘红色资源，打造红色

样板，创新宣教模式，弘扬双拥精神，使

双拥教育阵地成为人民群众接受爱国主

义和国防教育的大课堂。

湖南省郴州市双拥展示馆——

“林中之城”红色地标
■谭霜剑 本报特约记者 陈 静

苏北十月，秋风微凉。

坐落在江苏省徐州市淮海战役烈士

纪念塔景区内的徐州双拥展览馆里，游

客驻足凝视一件件见证军民团结一心的

珍贵展品，聆听一个个饱含鱼水深情的

感人故事，庄严的气氛为秋日增添了一

分厚重。

2012 年，徐州市将原淮海战役纪念

馆 改 建 为 双 拥 展 览 馆 ，面 积 2800 平 方

米 。 展 览 馆 设 有 5 个 展 厅 ，展 出 图 片

1300 多张、实物 168 件，有 6 组场景再现

和数十分钟影像资料展播。

“这次改建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

也是徐州双拥优良传统的接续传承。”徐

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褒扬处处长牛

庆怀告诉笔者。

“一条扁担两头弯，千里遥远来支

前。一头挑的是白面，一头挑的是炮弹。

白面送给同志吃，送上炮弹打坏蛋……”

推着小车、拉着物资，抬着担架、背着伤

员，一队支前民工冒着枪林弹雨、顶着风

雪艰难前行……大型光电实景展区吸引

了许多游客。“淮海战役中，几百万支前民

工汇聚成滚滚洪流，创造了战争史上的支

前奇迹。”国庆期间和家人来馆参观的一

位市民说，“每当看到这些场景，我都分外

感动。”

展馆回顾了徐州从土地革命时期到

新中国成立后双拥工作探索、形成、壮

大、发展的历史进程，整理展示重大事

件、重大典型和基本经验。展馆还综合

采用现代展陈手段，再现“推小车支前”

“98 抗洪抢险”等不同历史时期徐州军

民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动人场景。

在海军徐州舰模型旁，不少游客排

队合影留念。“城舰共建”为双拥工作注

入新活力。2016 年以来，针对徐州舰官

兵“学历提升、备战打赢”新需要，由徐州

市委市政府牵头，徐州工程学院承办的

“送学上舰，智力拥军”项目，累计帮助该

舰 59 名战士实现学历升级，其中 10 人获

得本科学历。

展馆中的“铜山路双拥模范街”景

观，是徐州双拥工作蓬勃发展的真实写

照。“我们在这里深切体会到军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的鱼水深情。身为

新时代青年，我们要自觉赓续红色血脉，

用红色精神担当复兴重任，绘就最美中

国。”南京审计大学红松林实践小分队队

员参观双拥展览馆后，在留言簿上写道。

为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双拥展览

馆，徐州市团委与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

管理中心合作，精心打造“人民的胜利”

青年学习社线路。徐州双拥展览馆作为

线路第三站，采用现场教学、剧本式体验

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感悟人民军队的胜

战密码。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副主

任周永杰介绍，仅今年国庆假期，到展览

馆参观研学的游客就超过 10 万人次，利

用节假日游览红色圣地、重温红色历史，

成为更多人的假日出行选择。

江苏省徐州市双拥展览馆——

研学旅行“精彩一站”
■王少亭

国庆前夕，江苏省宿迁市双拥工

作展示馆正式开馆，展出当地双拥历

史与工作成果。

这座双拥工作展示馆，位于宿北

大战纪念馆三楼、宿迁烈士陵园内。

新馆的建成开放，为市民国庆假期的

短途旅行提供了新的去处。

今年是延安双拥运动 80周年，我

们看到，双拥展馆正成为各地红色场

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拥文化越

来越受到军民重视。

专设双拥展馆体现了一地对双

拥工作的重视。通过开设展馆，将双

拥历史展示出来，既是对当地双拥工

作的记录，也为党政机关、中小学校

等开展活动提供了新的教育场所，丰

富了开展国防教育的载体。多地展

馆在建设过程中收集历史文物、展播

双拥故事，推动了双拥历史的挖掘和

优良传统的发扬。

双拥展馆的建设，也带动了地方

红色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与整合。近年

来，江苏仪征、陕西旬阳等地双拥展馆

相继建成开放，许多展馆在建设时并

未兴建新馆，而是依托已有博物馆、纪

念馆等红色文旅场馆，既提高了场馆

利用效率，也实现了红色资源整合。

多类教育场馆的立体呈现，形成“集群

效应”，吸引了更多参观者，取得良好

的宣传教育效果。

与在纪念日等时机开办的展览

不同，双拥常设展馆使宣传双拥工作

有了固定阵地。建筑是一座城市凝

固的记忆。双拥展馆与烈士纪念碑、

历史博物馆等比邻而设，将双拥文化

嵌入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活，成为城市

记忆的一部分，为军民继承发扬双拥

传 统 起 到 春 风 化 雨 的 教 育 熏 陶 作

用。在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上

海市松江区岳阳社区，社区群众还依

托当地深厚的双拥历史，在社区开设

双拥展室或双拥国防展览馆。这些

小微展室成为社区居民日常学习休

闲的场所，在潜移默化中将双拥文化

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

留存记忆，才能传颂弘扬。双拥

展馆是城市双拥历史的积淀与见证，

既是开展国防教育的新平台，更是传

承双拥文化、弘扬双拥精神、践行双拥

理念的新载体。

推开展馆之门，走进 80年来的双

拥历史。一个个军民情深的动人故

事，呼唤我们铭记和传承。

双
拥
历
史

城
市
记
忆

■
王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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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去看看双拥展馆去看看双拥展馆

在前不久的在前不久的““全民国防教育月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中活动中，，许多党政机关许多党政机关、、中小学校组织前往红色教育场馆开展活动中小学校组织前往红色教育场馆开展活动。。在各类红色场在各类红色场
馆中馆中，，以双拥工作为主题以双拥工作为主题，，回顾双拥历史回顾双拥历史、、讲述双拥故事讲述双拥故事、、传播双拥文化的双拥主题展馆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传播双拥文化的双拥主题展馆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

20202020年年，，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70周年主题展览周年主题展览””上上，，一支旧竹筒令人印象深刻一支旧竹筒令人印象深刻。。当年当年，，谭楚云老人将挑水攒下的钱都存在这个谭楚云老人将挑水攒下的钱都存在这个““集金筒集金筒””里里，，捐给前线捐给前线
购买装备购买装备。。去年去年22月月，，主题展闭幕主题展闭幕。。而今而今，，一个个一个个““集金筒集金筒””般动人的故事般动人的故事，，在各地双拥展馆中广为流传在各地双拥展馆中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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