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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承载的是历史记忆，传承的是绵长文脉。
习主席指出：“要把博物馆事业搞好。博物馆建设要更
完善、更成体系，同时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今年 5月 18日，是第 48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
教育和研究”。强军兴军离不开传统的滋润、文化的熏陶，博物馆建设

大有可为。如今，很多红色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
成为官兵的“打卡地”，成为部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大课堂，源源不断为人民军队提供政治滋养、历史

启迪和精神动力。本期，我们邀请几位参与博物馆工作的军队文职人
员，谈谈工作感悟和启示思考。

写 在 前 面

国 际 博 物 馆 日

文职影像

“欢迎各位来到军博。顺着我手指

的方向，是毛泽东题写的‘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几个大字……”5 月 18

日，正值国际博物馆日，我再次站在军

博大楼前，为群众进行讲解。

“大国重器，与有荣焉”“做红色文

化的弘扬者和传播者”……群众参观后

的留言，让我深感欣慰与自豪。记得第

一次走进这里，面对几万平方米展区、

上百个历史场景、近万件文物藏品，我

受到的震撼与许多参观者一样：人民军

队的光辉历史和伟大成就灿若星河，我

虽不是其中耀眼的星辰，但愿做点点萤

火，为它散发微不足道的光和热。

震撼的背后是压力。从大学老师

到 助 理 馆 员 ，我 的 工 作 内 容 从 讲 课 到

讲解，虽只一字之差，实则几乎是从头

再来。

初期的封闭集训中，我需要背记 10

多万字讲解词，通讲 10 余个基本陈列。

“这是军博讲解员的上岗基本功。”集训

队教员的话，开启了我勇闯军旅生涯第

一关的攻坚之路。那段时间，我仿佛回

到 了 学 生 时 代 —— 吃 饭 在 练 、走 路 在

练、睡前在练，一有空闲就拿着讲解词

背记。

给人星火者，必心怀火炬。记不清

有多少次，我被基层一线的官兵深深感

动，被他们身上发散出的信仰光芒和奉

献精神所洗礼。一次，我负责为来自神

仙湾哨所的官兵讲解，他们黝黑脸庞上

的高原红，是常年驻守在海拔 5000 多米

“生命禁区”留下的“勋章”。

当 我 讲 到 司 号 制 度 时 ，一 名 战 士

说：“我就是我们连的司号员！”言语中

满是兴奋和自豪。一旁战友说：“别看

他年纪不大，但厉害得很，当司号员后

还没被送去吸过氧。”在含氧量稀薄的

高原吹号，每一次都是对身体极限的挑

战。被这名普通战士感染，我不由联想

到：自己手中的讲解器就像司号员手中

的军号，必须苦练本领，对得起每一次

“发声”。

韶华不负奋斗者。那一年，中宣部

从全国遴选讲解员参加“奋进新时代”

主题成就展解说任务。入馆刚满 1 年的

我，有幸被推荐参与遴选。

与日常讲解不同，专场讲解要求更

为严格，哪怕一次小小的失误也可能失

去上场的机会。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

扎进还在施工的展厅，每天面对空白展

板反复练习，两个月时间从未中断。历

经 21 版解说词、70 余次考核，我以“零

差错”的表现光荣成为专场讲解员。

近两年，我跟随解说队到过基层部

队、边防哨所、社区学校，在不少单位组

织的活动中进行讲解，还与宣教一线的

战友们共同打造新媒体矩阵，致力于为

受众提供兼具深度与温度、知识与趣味

的精品内容。

去年 10 月，我报名参加全国红色故

事讲解员大赛。“绿化将军”张连印、“高

原军医”路俊霞、“背心院士”高伯龙……

备赛期间，领导和专家带着我学典型、悟

精神，200 余名楷模的先进事迹集中呈

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奋

进向前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比赛中，

每一次面对观众、每一次讲述故事，我都

尽可能全身心融入，传递自己心中澎湃

的激情。当最终接过大赛专业组第一名

奖杯时，我心中充满感动与感恩。

为 文 物 赋 予 生 命 ，以 萤 火 汇 聚 星

河。如果说陈列展览是凝固的历史，那

么讲解员就是其中跳动的音符。我愿

以萤火之志，在助力官兵学习历史、感

悟使命、传承精神中发挥好桥梁作用。

（本报记者李 倩整理）

愿 为 萤 火 聚 星 河
■讲述人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助理馆员、文职人员 赵雅轩

我的文职情

每一位英雄都值得仰望，每一段历

史都值得铭记，这是我刚加入中国航空

博物馆就产生的感悟。为了传承红色

基因，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组织开

展“探寻英雄记忆”活动，带领群众踏上

追寻英雄足迹的旅程。

作 为 活 动 策 划 者 之 一 ，我 对 新 入

职年轻战友充满激情的工作状态感同

身 受 ，也 不 禁 想 起 博 物 馆 一 路 发 展 的

艰 苦 经 历 —— 组 建 之 初 ，单 位 只 有 一

个 战 备 洞 库 ，连 一 间 正 式 的 办 公 室 都

没 有 。 在 这 种 艰 苦 情 况 下 ，前 辈 们 搭

起 简 易 棚 、自 己 动 手 做 设 备 工 具 。 缺

少 飞 机 牵 引 杆 ，他 们 就 用 一 条 条 细 绳

编 织 成 能 够 牵 引 飞 机 的 绳 索 ；缺 少 拖

车，他们就肩拉手推，不顾肩膀拉出了

道 道 红 印 、手 上 划 出 了 条 条 血 痕 。 最

终，他们在 1 年时间内将 100 多架飞机

运 到 洞 库 。 那 时 ，有 媒 体 称 赞 航 博 人

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并称他

们为“草绳大军”。

这个故事对入职之初的我产生了

不小的震撼。在航博工作，与我之前在

军工企业工作差别很大，在开展研学教

育、财经管理、文物饰新的过程中，我常

会遇到各种困难。于是，我把“草绳精

神”写在本上、记在心里，并在工作中认

真践行。

航博英雄广场中央，有一面巨大的

英 烈 墙 ，镌 刻 着 人 民 空 军 牺 牲 的 1800

余位飞行人员的名字。有位叫何谱长

的老人，为了寻找在飞行训练中牺牲的

哥哥何谱扶，几十年来从未放弃。得知

何谱扶烈士的名字刻在我馆英烈墙上，

老人奔波 2000 多公里，于今年 4 月中旬

赶来与哥哥“相聚”。

苍老的双手轻抚英烈墙，嘴里喃喃

喊着哥哥的名字……这一幕，让在场的

工作人员无不动容，不少战友默默擦去

眼泪。

“英雄事迹的动人之处就在于真情

实感，没有刻意煽情，仍可以感受到其

中蕴含的力量”“华丽的辞藻、豪迈的口

号，比不上一声深情的呼唤”……感动

之余，我们不由地讨论起来，研究如何

将情感投注到工作中，让受众更加感同

身受。

作 为 全 国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科 普 教

育 和 国 防 教 育 基 地 ，我 馆 是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存 史 资 政 育 人 的 重 要 阵 地 。 近

年 来 ，越 来 越 多 中 小 学 生 对 航 空 知 识

充满好奇、前来参观，但以往有些展览

内 容 和 形 式 不 够 生 动 ，孩 子 们 理 解 起

来 也 有 难 度 。 为 破 解 难 题 ，我 和 战 友

们展开攻关。

那段时间，我们白天在博物馆各区

域听取收集游客反馈意见，从青少年的

交谈中了解兴趣和需求，不断积累设计

灵感。下班后，我加班梳理理论知识、

进行系统研究，选择适合的知识点、图

片、视频等，有时会为了一个动画效果

反复调试数十次。

终于，我们完成了航空知识科普、

名机故事讲解、飞机模型制作、航空影

片放映等 60 余部精品课件和科普课程

的开发。通过这些课程，孩子们走进航

空世界，近距离、深层次感受航空的无

穷魅力。随着课程深入推广，去年航博

参观量增加了 30 万人次。

我 心 振 翅 乘 风 起 ，仰 望 蓝 天 忆 英

雄。航博，承载着我的荣誉和进步——

连续 3 年被评为“四有”优秀文职人员，

荣立个人三等功 1 次；更承载着我心灵

的寄托——见证航空事业的艰辛与辉

煌，感受空军英烈精神的伟大与崇高，

不断从中汲取奋进能量。

（本报记者李 倩整理）

仰 望 蓝 天 忆 英 雄
■讲述人 中国航空博物馆馆员、文职人员 徐文杰

我的文职情

“根据专家教授的评审意见，建设方

案的 19个附件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进一步

调整。”前不久，在甘肃革命军事馆建设

工作协调会上，甘肃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文职人员南丁红的意见，得到大家认可。

根据《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规

划》等，我军将打造军队博物馆、部队军史

场馆、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场馆 3 个系

列，形成覆盖全军、辐射社会、功能互补、

体系完备的红色谱系展陈教育大格局。

甘肃省军区按照上级要求，成立了甘肃革

命军事馆筹划建设办公室。南丁红成为

筹建办的一员，全面参与制订建设方案、

编写展陈大纲和征集文物史料等工作。

记 者 了 解 到 ，为 建 设 好 革 命 军 事

馆，展示好党在甘肃领导人民军队的奋

斗历程和伟大功绩，该筹建办抽调各单

位 精 干 力 量 ，组 建 相 对 稳 定 的 骨 干 队

伍，其中文职人员占比不少。他们充分

发挥优势，展现出了强烈的责任心、进

取心、敬畏心。

“革命军事馆建设是一项复杂综合

的系统工程，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程

序性要求很高，需要工作人员熟知党史

军史，学好用好军事地理、军事文化、国

防教育等方面知识。”对来自临潭县人武

部的文职人员李明东来说，能够被抽调

到筹建办参与编写展陈大纲，既是一种

认可，更是一次考验。面对全新领域，他

苦学相关知识，成为驻地图书馆、博物馆

和军事档案馆的常客。工作中，他坚持

“打破砂锅问到底”，对存疑的知识点一

个都不放过，有时为核准一个史实细节，

要查阅十几本史料书籍进行佐证。在

编写某章节时，他细致梳理文件、反复对

比，对现有史料多处表述提出修改意见，

得到不少党史专家的肯定。

抽调参与工作的省军区政治工作

局 文 职 人 员 郝 志 伟 ，日 常 还 要 兼 顾 教

育、宣传等多项工作。“革命军事馆是党

和军队光荣历史的承载和见证，容不得

半点虚浮或应付。”郝志伟告诉记者，两

年多时间，他们在完成各自本职工作的

基础上，经过多次调查、研究、论证，先

后 5 次对展陈大纲进行结构性调整，修

改 30 余次，收集存储海量电子资料、史

料图片，最终形成的 15 万余字展陈文字

大纲，顺利通过上级专家组评审。

“文物是支撑场馆的‘台柱子’，文

物数量、质量影响着场馆建设的层次。”

在征集革命历史文物史料时，兰州第五

干休所文职人员王洪正与战友发放了

上千份征集公告和海报，并通过百余家

公众号、融媒体等线上渠道广泛宣传。

甘肃省迭部县藏族群众阿它家里有一

口革命年代的行军锅，此前有人高价收

购都被他谢绝。当看到甘肃革命军事

馆文物征集公告后，他主动联系筹建办

进行捐赠。捐赠仪式上，他拉着王洪正

的手真挚地说：“这件文物有了好去处，

我就放心了。”

历史已逝，精神永存。据了解，甘

肃革命军事馆计划于 2025 年底前完成

基本建设任务，陇原大地将再添一处传

承红色基因、宣扬强军成就、开展国防

教育的重要阵地。

记录光荣历史 再现激情岁月
■郭干干 本报特约记者 贾保华

一线见闻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正轮休在家

陪伴女儿的第 77 集团军医院药剂科

主管药师、文职人员陈亚飞，接到医

院 打 来 的 电 话 ：一 名 患 者 需 要 紧 急

会诊。

陈亚飞二话不说，冲出家门直奔

医院。到达病区后，他仔细查看患者

情况，与医生探讨提出洗胃、催吐、药

物解毒等方案。由于此前储备的某特

效解毒剂库存紧张，陈亚飞多方联系

驻地医药公司，与业务员对接申请紧

急调用该药品出库。接受治疗后，患

者终于脱离了危险。

多年来，从开展合理用药监管、

特殊药品管理，到审核并推动执行药

品采购计划，再到组织医师药师进行

相关知识培训考核等，陈亚飞一直努

力为临床用药提供专业、细致、高效

的服务。

用药无小事。陈亚飞对工作的严

苛要求，让许多同事和到药剂科进修

学习的学员都记忆深刻。他常说，毫

克和微克，处方单上只是一个字母的

差别，但在用药剂量上有时就是决定

生与死的鸿沟。

那年冬天，刚从某艰苦地区执行

任务回来，陈亚飞又递交请战书，请缨

奔赴青藏高原。作为野战医院医疗保

障组药师，他带领大家克服机动距离

远、任务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保障人

数多等诸多困难，积极投入工作，有效

降低了官兵的高原病发病率。回到医

院，陈亚飞和战友认真复盘探讨，梳理

总结出高原药品保障的经验做法，还

在国家及军队核心期刊上发表了 2 篇

论文。

药品集采改革开展后，药剂科工

作面临一些新困难，导致效率暂时下

降。驻地医保局组织各军地医院讨论

交流时，有人员表示，大量新信息集中

涌来，一时难以理顺。

大 家 的 需 求 ，陈 亚 飞 都 记 在 心

里。他潜心思索，厘清思路，和同事们

协力制作了一份集采药品信息明细

表，囊括了多批次、几百种集采药品，

各种信息分门别类、一目了然。相关

做法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并在许

多单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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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身影

军队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对官兵

和文职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加速战斗力生成，各单位注重让

文职人员在实践中经风雨、长才干、壮筋

骨，检验锤炼服务保障能力。

左图：新疆军区某部文职人员参与

检测通信线路。

张小楠摄

右图：西部战区陆军某保障队文职

人员调试检测装备。

田浩龙摄

争分夺秒 保障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