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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我父亲的事

迹展览。”近日，抗日志士张清林的子女

到黑龙江省林甸县东北军事文化博物

馆参观时，发现馆内有父亲的介绍，这

让他们既高兴又意外。

“1932年，张甲洲、张清林等在巴彦

县共同举起抗日大旗，创建我党在东北

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巴彦抗日

游击队，为东北人民奋起抵抗侵略发挥

了积极作用。张清林是林甸人，所以馆

内有专门的介绍。”馆长张永生说，展馆

里还有当时游击队的创建者张甲洲、张

文藻、郑炳文等东北籍大学生的介绍。

该博物馆由军队退休干部张永生

和他的战友李来胜于 2017 年共同创

办。博物馆以文字、图片和实物形式，

展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等时期的东北地区军事文化，以及林

甸籍抗战老兵事迹。

“我和战友说话直来直去，在一起

好沟通，说干就干了。”张永生说，他热

衷于研究和收集与军事相关的物品，几

十年来藏品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的兵器、

地图、画册、生活用品等。李来胜作为

一名退役军人，由于难以割舍的军旅情

结，在企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经常采

取多种方式进行国防教育宣传。

“博物馆在创办过程中和开馆之

后，大庆市和林甸县给予了许多支持和

帮助。还有很多战友纷纷参与进来。

我们这个博物馆，属于‘众筹’性质。”李

来胜说，战友们听说他们创办军事文化

博物馆，都想尽一分力，有的把自己珍

藏多年的老军装、军功章等捐献出来，

还有的慷慨捐款，表达对国防教育事业

的支持。

博物馆定期邀请参战老兵“坐镇”

讲解，免费开放欢迎四方来宾参观。

林甸县全民国防教育办公室负责人介

绍，该馆开馆即被林甸县委、县政府授

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全国

各地参观者近万人，成为远近闻名的

红色场馆。

“这里军味浓、展品多，有很多资料

难得一见，对于传播东北军事文化有着

积极的意义。”林甸县人武部领导表示，

每年新兵入伍和开展民兵政治教育，他

们都把该馆作为重要的教育阵地之一。

老兵“众筹”的博物馆
■田国庆 乔振友

“三江水流淌着红色基因，大雪原

耸 立 着 英 雄 雕 像 ，抗 联 人 血 荐 轩 辕 捍

中华，垦荒人备耕生产建粮仓，石油人

誓死拿下大油田……”这是人们对黑龙

江这片黑土地红色资源的描述。

这片热土，是东北抗联的主战场，

涌现出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大批

抗日英雄人物。新中国建设时期，一代

代创业者又创造了北大荒精神、铁人精

神等独特的“龙江精神”。

这些宝贵精神财富，是深入开展全

民国防教育的丰富资源。近日，记者踏

访龙江大地，一个现象令人印象深刻：

在这里，除了众多当地政府主办主管的

国防教育场馆，群众自办的国防教育场

馆星罗棋布。这些民办场馆为全民国

防教育注入生机与活力，如颗颗红星闪

耀在黑土地上。

民办场馆已逾百座

根植沃土 遍地开花

“您看，这是刊登日军入侵齐齐哈尔

消息的《朝日新闻》，这是日军进攻江桥

时所用的军事地图……”1 月底，记者走

进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客运段职工陶

金磊家，他向记者介绍琳琅满目的收藏

品，讲述 10 余年的收藏经历。陶金磊

说，他计划将这些藏品搬到新租的房屋

中，以个人展馆的形式免费向社会开放。

在黑龙江，像陶金磊这样致力于抗

战题材收藏的人还有很多。鸡西市民

何兵伟，37 年来收集抗战相关物品，建

成抗日战争博物馆，不仅免费开放，还

无偿提供部分藏品到外地展出；佳木斯

市民宋金和，为还原历史真相，揭露日

军暴行，坚持收集侵华日军遗留在东北

的 各 种 物 品 ，自 办 日 军 侵 华 物 证 陈 列

室，许多珍贵物品是研究日军侵华历史

的有力佐证，他本人被评为全国道德模

范……

“下海拼搏，挺立潮头，慷慨投资，

弘 扬 军 旅 文 化 ，骨 子 里 的 信 念 始 终 未

变，保持军人本色，绘出精彩人生。”这

是哈尔滨市最美退役军人评选委员会

为一位老兵写下的颁奖词。

老兵名叫王军，曾在黄继光生前所

在部队服役，也是一名参战老兵。王军

退役后，经过努力打拼成为一名优秀的

民营企业家。“没有部队就没有我今天

的一切，我应该为国家和社会做点事。”

抱着这样的想法，王军创建了三五国防

文化园，包括东北抗联纪念园、东北民

主 联 军 纪 念 园 、东 北 抗 联 教 导 旅 纪 念

园 、将 军 文 化 博 物 馆 、共 和 国 将 帅 园

等。作为黑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国防教育基地，三五国防文化园每年

吸引大量干部群众参观学习。

拓展国防教育阵地，厚植爱国主义

精 神 沃 土 ，这 是 一 名 老 兵 深 沉 的 家 国

情怀。

为什么有这么多民间力量自发投

身国防教育阵地建设？带着这个问题，

记者走访了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

研究中心教授李洪光。他告诉记者，黑

龙江地处边疆，历史上屡遭列强欺侮，

尤其是 14 年抗战给这里的人民留下许

多无法忘却的记忆。一棵枯树、一片焦

土、一座窝棚，都可能与战争的历史关

联。人们爱好红色收藏，积极向社会展

出，就是为了警示后人、宣扬和平。据

了 解 ，在 这 些 国 防 教 育 场 馆 的 创 办 人

中，很多是退役军人，还有的或是先辈

有从军经历，或是生长在战争发生地，

都具有难以割舍的国防情结。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黑龙江

省 有 群 众 自 办 国 防 教 育 场 馆 超 过 百

座。其中，有室内展馆，也有室外场所；

有普通展馆，也有沉浸式体验场馆；有

企业内部自办，也有依托租赁场所、私

有住房创办。这些场馆形式多样、种类

不同、规模不一，具有建在群众身边、展

品丰富、展陈灵活的优势，每年接待大

量社会各界干部群众参观学习，成为政

府主办主管国防教育场馆的有益补充。

着眼健康有序发展

积极支持 规范建设

“群众自发收藏红色文物、研究战

争历史、创办国防教育展馆是好事，但

同时也存在藏品鉴定、史实确认、文物

储存等问题。”黑龙江省军区领导告诉

记者，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支持引导

社会力量在收藏红色文物、研究红色历

史方面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助力全民国

防教育，他们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组织专人开展调查研究，做了一

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

从 2018 年起，黑龙江省军地先后联

合出台《国防教育“进党政机关、进大中

小学校、进企业事业单位、进街道乡镇”

的具体措施》《关于全民国防教育领域

军地交叉地带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

启动实施《黑龙江省全民国防教育“十

四五”规划纲要》，对全省全民国防教育

一体化发展进行谋篇布局，对国防教育

场馆建设进行系统规范。

“愿意纳入政府管理的场馆，积极

做好融合建设，给予适当奖励，使之发

挥最大效应。”黑龙江省委全民国防教

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对于党

史、军史主题的场馆，按照藏品数质量、

面积大小和年参观人数等，结合军地出

台的文件规定，给予政策上的规范、建

设上的支持、业务上的指导，并由省、

市、县相应授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国

防教育基地。授牌国防教育基地的民

办场馆，每年由各级组织检查考评，及

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海林市民王海军 1996 年开始致力

于收集牡丹江地区的革命文物，建成林

海雪原抗日战争博物馆，自己担任讲解

员、管理员。

几年前，海林市委党校迁址新建，

准备建设一个东北抗联精神主题展馆，

但缺少文物史料支撑。王海军得知后

当即表示，将博物馆的文物全部捐献给

市委党校。王海军说：“文物迁到党校

能得到更好的保存和维护，也会有更多

人来参观了解那段历史，可以发挥更大

作用。”很快，这座民办博物馆迁至市委

党校，党校聘请他担任讲解员，牡丹江

市表彰他为“最美牡丹江人”。

和王海军一样为全民国防教育作

出贡献的人，地方党委、政府积极给予

政策扶持、荣誉激励。据了解，他们中

有的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有的被

省、市、县树为当地“好人”“道德模范”，

有的被表彰为“国防教育先进个人”，成

为当地人民学习的榜样。

除了现有场馆，黑龙江省军地还对

计划建馆者进行把关，符合规定的给予

财力、物力支持，帮助协调、邀请专家对

文物进行鉴定，排除仿冒、伪造和不当

展品。

以表彰激励，用制度规范。黑龙江

省民间红色文物收藏、国防教育展馆蓬

勃有序发展，不断在龙江大地播撒红色

种子。

扩大覆盖面影响力

全民参与 同心传承

“民办国防教育场馆遍布各地，发

挥应有的教育功能是关键。”黑龙江省

委宣传部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聘请

军地党史军史专家组成工作组，逐一走

访调研全省民办国防教育场馆，帮助核

准史实史料，撰写讲解词。同时，结合

重大节日、纪念日，组织部队官兵、干部

群众、中小学生等到这些场馆开展教育

活动。

民办国防教育场馆贴近群众、收藏

丰富，一些藏品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史料

价 值 ，有 助 于 进 一 步 挖 掘 整 理 革 命 故

事，开展军事历史研究，保护革命遗址

遗迹。

林 口 县 是 东 北 抗 日 联 军“ 八 女 投

江”殉难地。2002 年，从林口县政协退

休后，于春芳致力于挖掘考证东北抗联

历 史 ，撰 写 和 出 版 抗 联 主 题 书 籍 。 其

中，《八女投江》列入牡丹江市党政机关

和中小学校的必读书目，《林口抗日斗

争百题问答》成为林口县中小学师生开

展国防教育的参考书目。

退役军人邹延林出生于海林市，这

里是著名侦察英雄杨子荣战斗和牺牲

的地方。从小听着杨子荣的故事长大，

杨 子 荣 一 直 是 邹 延 林 心 目 中 的 大 英

雄。退休后，邹延林走访杨子荣生前战

友及亲友，创作纪实作品，并为电影《智

取威虎山》的拍摄提供珍贵史料。

国防教育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身边

的国防教育活动，让百姓与国防的联系

更加紧密。在龙江大地，公办与民办场

馆同向发力，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

的浓厚氛围，激励更多人以不同的方式

参与全民国防教育。有的创作爱国主

题文艺作品，有的担任国防教育义务宣

传员，以自己的方式讲述英雄故事、传

播国防文化。

英 雄 壮 歌 唱 不 休 ，英 烈 精 神 代 代

传。这两年，在黑龙江省中小学，红色

儿童电影《红枪白马——赵一曼》已播

放 1000 余场。影片的演员全部由小学

生担任，受到师生欢迎。

电影的出品人是今年 60 岁的穆红

卫。她从小立志献身国防，却没能如愿

参军入伍，退休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国防

教育。她创办了东北抗联体验式国防

教育基地，以模拟抗联战斗情景为教育

形式；拍摄《少年赵尚志》《营救》等百余

集抗联主题儿童系列剧，在中小学巡回

播放。

在松花江畔，活跃着一支特别的群

众文化队伍——“英繁”国防教育义务宣

传队。队员们拉着“向上向善向美 爱国

爱军爱城”的横幅，常年在江边人流密集

处唱红色歌曲，讲抗联故事，宣传“龙江

精神”。

目前，黑龙江省义务投身国防教育

者有 2 万余人，民办国防教育阵地建设

蓬勃发展，有效扩大了国防教育的覆盖

面和影响力，增强了边境地区干部群众

的爱国意识、国防意识，迈出“全民国防

教育全民办”的坚实步伐。

“这次到哈尔滨是为了观赏冰雪，没

想到还有意外收获，看到了‘冰城’的红

色一面。”1 月 3 日黄昏，来自河南省郑

州市的游客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游览时，

被马迭尔宾馆附近的一个热闹场所吸

引。原来，这是一处名为“哈尔滨记忆”

的红色展馆。

开 办 展 馆 的 是 姜 本 利 ，佳 木 斯 市

人。因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有着 30

年党龄的他爱上了红色收藏。他的红色

藏品都和哈尔滨有关，比如马克思主义

传入哈尔滨时的报纸杂志、共产党早期

在哈尔滨活动时的相关报道、东北抗日

联军用过的物品、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各

部队印发的小册子、抗美援朝期间哈尔

滨人民支援前线的照片……林林总总，

有上万件之多。

“姜本利不为名利，纯粹因为情怀在

做这件事。”因志趣相投与姜本利成为朋

友的王锦思说，姜本利不仅执着于收藏，

还对红色历史颇有研究，能说出每件藏

品的来历及背后的故事。因此，他不仅

是馆长也是讲解员。他的讲解深入浅

出、灵活生动，让人印象深刻。

为了不让红色文物“沉睡”，前些

年，姜本利开着自己的“大篷车”，拉着

展品在黑龙江各个城市巡回办展，通

过图文并茂的展览和实物展示，进行爱

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宣传。时间久了，遇

到的志同道合者越来越多，姜本利和朋

友们一起租场地合办展览，还受邀到佳

木斯博物馆、满洲里扎赉诺尔博物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等举办专题展，吸引

众多参观者。

作为“播火者”，姜本利在传播火种

的同时，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帮助。在

军地相关部门的支持下，2023年 11 月，

姜本利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繁华地段租了

一处 200余平方米的二层小楼，以“哈尔

滨记忆”命名，按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专

题布展，免费向社会开放。

“让属于哈尔滨的记忆留在哈尔滨，

让更多人知晓红色哈尔滨的故事，这是

我的心愿。”姜本利表示，守好“哈尔滨记

忆”展馆这个固定阵地的同时，今后他还

将利用更多机会，开着他的“大篷车”到

各地巡回办展。

“冰雪世界”的播火者
■陈 重 田国庆

打造百姓身边的打造百姓身边的““国防课堂国防课堂””
——黑龙江省军地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国防教育的新闻调查黑龙江省军地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国防教育的新闻调查

■■田国庆田国庆 乔振友乔振友 本报特约记者本报特约记者 吕衍海吕衍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在三五国防文化园开展教育活动。 林树明摄

黑龙江省“哈

尔滨记忆”展馆馆

长姜本利为参观

者讲解。

段培生摄

黑龙江省鸡

西市抗日战争博

物馆馆长何兵伟

（左三）向参观者

讲解兵器知识。

李国强摄

在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东北抗

联红色课堂，创

办人刘曾赢讲述

冲锋号背后的故

事。

吕衍海摄

在黑龙江

省海林市东北

抗联精神主题

展馆，讲解员

王海军介绍展

品。

李军波摄

在侵华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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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演出抗日情景

剧《松花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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