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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参观见学人员在“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前合影。

王 迪摄

图②：部队官兵在辽沈战役烈士

纪念碑前宣誓。 曲 直摄

图③：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

馆外场景。 张 森摄

图④：辽宁省沈阳警备区“红色

启航”老干部宣讲团成员讲述雷锋故

事。 谭长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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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山东、陕西陆续公布今年

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计划，引发广

泛关注。这反映了我国文博事业正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为历史学类尤其是考古文

博方向学生释放出积极信号。当前，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夯实文物保护工作人才基

础，成为文物保护事业发展重点。

“文物者，国之瑰宝也。”近年来，我国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日益受到重视，成为一项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全民共享的系

统工程。其中，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是重要

组成部分。革命文物是我党我军发展壮

大的历史结晶，承载着坚如磐石的信仰信

念，见证着历久弥新的初心使命。

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一座座场

馆，不仅是历史的载体，更是我们加强国

防教育、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资源。据统

计，我国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3.6 万余处，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37 个。如何让收

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活”起来，让文物“说话”，让历史

“说话”，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军地携手，持续深化协同保护。在革

命文物的管理与利用上，部队和地方各有

优势。部队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拥有丰

富的革命文物资源；地方有完善的文物保

护体系，配备专业的技术团队。“合则强，

孤则弱。”军地深化合作、协同创新，强化

“一盘棋”理念，联合活化利用革命文化遗

产，丰富和优化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供

给侧”，实现教育效益最大化。

撑船架桥，不断夯实教育基础。保

护好、阐释好，是运用好的坚实支撑。革

命文物作为红色文化与红色旅游融合发

展的“桥”与“船”，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记 忆 ，而 且 连 接 过 去 与 未 来 、理 论 与 实

践。讲好党史军史故事、革命英烈故事，

还需军地统筹优势资源、集中专业力量，

加强革命文物研究和阐释工作，讲深讲活

讲透革命文物背后的“事”和“理”，做到以

物证史、凭物言理，实现以物感人、托物

传志，让广大军民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增强砥砺奋进的信心和勇气。

推陈出新，持续打造精品展陈。打造

革命文物精品展陈项目，是实现红色资源

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让革命文物在更

广阔的平台上展陈展示，需要建立一套跨

军地、跨区域的革命文物共用共管机制。

近年来，辽沈地区多家成员单位组成抗战

博物馆联盟“沈阳抗战联线”，推出《白山

黑水铸英魂——东北军民 14 年抗战史实

展》，因内涵丰富、制作精良，被国家文物

局列为推介项目，巡展在东北大地产生广

泛影响。可见，进一步整合革命文物资

源，推出军地互动、文化共享、成果互利的

精品项目，有利于让更多革命文物走进人

们的视野，增强教育效果。

以 物 证 史 、以 物 叙 事 ，让 历 史“ 说

话”。新征程上，让革命文物焕发绚丽光

彩，还需要积极创新展陈形式、传播方式，

精心设计红色旅游线路、学习体验线路，

推动革命文物服务红色文旅融合发展，不

断增强革命文物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使红

色基因库成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

教育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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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靠合力，
军地不分家

这是一次跨越千里的捐赠之旅。

5 月 10 日，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

的民间收藏爱好者何先生，驾驶一辆

装载着珍贵历史物件的面包车，历时

10 余个小时，抵达目的地——位于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 49 号

的辽宁革命军事馆建设工作办公室。

“这是东北抗联战士使用过的毡

帽、水壶、靰鞡鞋……一共 85 件。”何

先生将自己多年的收藏交付给工作

人员，郑重地说，“我收集抗联老物件

30 余年了，一直想为它们找一个更

大的展示平台。最近在网上看到你

们征集革命文物的公告，我觉得这是

文物的一个好归宿，就决定捐赠部分

藏品。我希望更多人通过这些藏品

了解抗联历史，铭记牺牲英烈，珍惜

和平生活。”

革命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承载

着革命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能够直

观反映中国革命斗争的历程和英雄

人物的事迹。国防军事相关文物部

分散落在民间，部分归属军队，针对

这类文物的征集保护工作亟待统筹，

而这正是辽宁革命军事馆建设的重

要任务之一。

“这是一个需要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的全民工程。”该馆建设工作办

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革命军事

馆建设为契机，辽宁省初步建立了上

下联动、多方协作的军地革命文物保

护机制。

2022 年 ，军 地 史 料 文 物 联 合 挖

掘整理合作指导意见在辽宁省委议

军会上讨论并通过。今年 3 月，辽宁

省军区联合地方职能部门发文，规范

革命文物征集保护工作流程。

“深 入 挖 掘 革 命 文 物 的 历 史 价

值，丰富红色文化内涵，充分发挥教

育功能，可以有效激发广大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信，凝

聚强大精神力量。”辽宁省军区领导

介绍，随着军地联合开展革命文物资

源整合，创新革命文物开发利用，逐

步形成全民国防教育与文旅融合发

展新格局。

在这方面，大连市旅顺口区走在

全省前列。

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旅顺

口区文物资源丰富，文物等级高、密

度大。过去受产权归属限制，军地在

文物建筑管护和利用上协作不够紧

密。2019 年，由大连军分区牵头，经

驻军单位、地方政府和文旅部门协

商，建立起“军队主责、政府协同、军

地共管”的管护模式。军地联合在太

阳沟地区成立军队保护性建筑保护

利用示范区，共同探索军产文物“一

责两权”改革，通过政府协助保障、公

益项目委托、市场化运营等创新机

制，让太阳沟地区的军队保护性建筑

焕发生机，发挥更大国防教育功能。

秉 承“在 不 影 响 战 备 作 用 和 军

事用途前提下，让更多军队保护性建

筑对群众开放”理念，曾经的新中国

第一座军事博物馆——旅顺实业学

校旧址，已完成修复对外开放。下一

步，旅顺口区将按照“戍海固防、革

命 星 火 、向 海 图 强 ”等 主 题 游 径 方

案，串联区内众多文物建筑，讲述这

座城市的国防故事。

为文物“代言”，
与故事为伴

“那是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条件

很艰苦，但当村民们知道志愿军要

修桥时，都积极捐献家里的槽盆、舢

板、麻绳等物件，帮助建成了这座浮

桥 ……”7 月 1 日 ，丹 东 市 振 安 区 九

连城镇马市村民兵初智峰来到村里

的志愿军过江浮桥遗址，为前来开

展党日活动的党员干部讲述村民踊

跃支前的故事。

“自 从 浮 桥 遗 址 被 定 为 省 级 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每到节假日都有

很多游客前来参观打卡。我是听老

一辈讲抗美援朝故事长大的，现在

我们村‘火’了，我想把这些故事讲

给更多人听。”讲解结束，初智峰介

绍，他和村里 3 名民兵担任义务宣讲

员，轮流为游客讲解。

丹东市军地联合成立抗美援朝

遗址考察组以来，对散落在境内的遗

址进行寻访考证，至今已确定 500 余

处。这些新近确认的遗址遗迹和保

护文物，背后的故事常常鲜为人知。

如何为文物“代言”，让文物故事为更

多人知晓？丹东军分区建立培养民

兵义务宣讲员队伍，他们与文物为

邻、与故事为伴，向参观者生动讲述

文物故事，弘扬革命精神。

如今，随着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乘着红色旅游的东风开展国防教育

已成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讲解员

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作用

尤为重要。丹东军分区在抗美援朝

纪念馆讲解员队伍中编建了一支民

兵分队，定期组织集中学习军政知

识 ，持 续 建 强 民 兵 义 务 宣 讲 员 队

伍。锦州是辽沈战役主战场，红色

资源丰富，当地探索建立馆校合作

模式，29 处革命纪念场馆、红色景区

景点与 32 所中小学联合培养小小讲

解员。

此外，辽宁省军区发动各军分区

（警备区）官兵、文职人员，开展“一日

讲解员”活动，做好革命文物宣传推

介；动员全省老干部发挥“活历史”

“活教材”优势，以亲历者视角讲述红

色故事和革命事迹。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

胸怀……”1 月 23 日，在沈阳抗美援

朝烈士陵园纪念馆内，沈阳警备区

“红色启航”老干部宣讲团成员邬大

为给每一名“小花椒”佩戴红五星，

和同学们一起唱响《红星歌》。这是

今年初，甘肃省文县东坝中学 30 名

学生应邀来到沈阳开展红色研学活

动 的 难 忘 时 刻 。 由 于 文 县 盛 产 花

椒，沈阳群众亲切地称学生们为“小

花椒”。

“小花椒”骆凤怡临别时依依不

舍：“这次研学，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片庄严肃穆的土地和那些永垂不

朽的英雄。”

借文旅东风，
创红色品牌

今年春节期间，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 祭 扫 人 数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近 10

倍，来自甘肃、广西、安徽等省外参观

者占总人数的 57%，创历史新高。

“孩 子 们 把 沈 阳 的 抗 美 援 朝 故

事、红色革命歌曲带回大山，把山里

最美的歌声传到沈阳，也把全国人

民的目光吸引到沈阳。”沈阳日报记

者李禹墨介绍，“小花椒”游沈阳经

全媒体报道迅速火爆网络，将沈阳

文旅送上热搜，开启沈阳旅游的火

热序章，促进经济效益和国防效益

双赢。

这次研学活动在新年文旅市场

取得“开门红”，离不开军地多家单位

通力合作，从整体策划、路线指导、专

业讲解、宣传报道等多方面统筹协

调、分工落实。此次军地合作效益凸

显，得益于沈阳市建立的革命历史类

纪念设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工作联席会议机制。该机制的

运行，有利于充分发挥 12 家有关部

门的职能和优势，解决了工作中存在

的多头管理、交叉重复、资源分散等

问题。

当前，文旅品牌层出不穷，独有

的革命文物成为各地打造特色文旅

品牌的重要资源。为了高效发挥红

色资源教育功能，辽宁省按照“整体

规划、连片开发”的思路，整合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六大

主题红色资源，串联革命文物、遗址

遗迹形成红色旅游线路，打造特色文

旅品牌。辽宁省军区指导各军分区

（警备区）充分利用沟通军地职能优

势，参与军事研学、馆际交流、军史挖

掘、文物收集等，融入红色文旅“大棋

盘”，扩大国防教育影响力。

“1932 年 3 月，东北民众抗日义

勇军第 24 路军成立，迅速集结千余

人。在李兆麟指挥下，该部很快成为

辽阳地区的抗日主力，俘虏日本矿

长，频繁破坏日军铁路……”在辽阳

市灯塔市后屯村李兆麟故居旁的纪

念馆，循环播放的《李兆麟》文献纪录

片，吸引一批批游客驻足观看。

这部纪录片由辽阳市军地联合

拍摄。拍摄期间，因该片为革命历史

重大题材作品，涉及党史、军史、战

史，辽阳军分区邀请李兆麟将军子

女、东北抗战研究会成员、军队院校

相关专家等多方参与创作把关。拍

摄完成后，该片不仅在纪念馆内循环

播放，还在多媒体平台推广，推动辽

阳红色文化广泛传播。

在广大乡村地区，留存有众多类

似李兆麟故居这样的革命文物和遗

址遗迹。辽宁省军地注重保护利用

这些红色资源，让革命遗产再次焕发

生命力，不再是静默的物件，而成为

鲜活的“讲述者”。

目前，《守望丰碑薪火相传——

辽宁“六地”红色印记主题展》正在巡

回展出，170 余张珍贵照片、30 余幅

图表、20 余件实物展品，随展览走进

党政机关、学校与社区。在这片“天

辽地宁”的广阔天地，一幅由“革命文

物+红色旅游+国防教育”编织而成

的立体图景正徐徐展开。

讲述红色沃土讲述红色沃土的国防故事的国防故事
——辽宁省军地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深化全民国防教育观察辽宁省军地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深化全民国防教育观察

■王 晓 关 爽 本报特约记者 范奇飞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上“警世钟”巍然高悬，丹东鸭绿江断桥下桥墩弹痕累累，抚顺雷锋纪念
馆里《雷锋日记》熠熠生辉……

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
发祥地，辽宁这片红色沃土上留下了诸多革命文物，分布着众多革命遗址遗迹。这些文物和遗址遗迹，见证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和课堂。

近年来，辽宁省军地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充分挖掘文物蕴含的红色基因，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推动红色
资源开发利用融入文旅发展全局，并借此深化全民国防教育，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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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杂土没加防尘网覆盖，临时

用电线路架设不够规范……”今年 6

月，在雨季来临之前，联勤保障部队某

医院、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武部、

区文物主管部门共同组成检查组，来

到旅顺师范学堂旧址保护修缮工程施

工现场，全面了解文物修缮进展，及早

做好预防性抢险抢修。

检查组一丝不苟记录文物“新生

之旅”的每一个细节与不足。不久，一

封函件摆上太阳沟文化产业园区管委

会领导的案头，问题及时传达至施工

方，整改随即展开。

旅顺师范学堂旧址始建于沙俄强

租旅顺初期，建筑面积 4200余平方米，

曾是当时旅顺最大的商店。日俄战争

后，日本控制旅顺地区，在这里开设旅

顺师范学堂。1926 年，中共旅顺师范

学堂支部在这里成立。作为旅顺第一

个党的基层组织，支部成员积极开展

革命活动，为旅大地区的革命事业作

出了积极贡献。1955 年之后，学堂由

部队接管，现由联勤保障部队某医院

管理使用。

历史的印记，今天的镜鉴。随着

时间推移，历史建筑逐渐斑驳破损。

为了使太阳沟地区的一批历史建筑得

到妥善保护，转化为教育阵地，助推文

旅发展，旅顺口区探索开展军地合作，

召开协调推进会，为军队保护性建筑

的高质量保护奠定基础。

百年沧桑，无声见证。如今，漫步

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行至健康街与

中央大街交叉口，只见坐落于东北角

的旅顺师范学堂旧址主体建筑，正拂

去岁月蒙尘，在专家的精心修复下重

现旧貌。

“在中共旅顺师范学堂支部的领

导下，学生开展了以反对日本奴化教

育为中心的罢课斗争。在国家和民族

生死存亡之际，一批批爱国青年挺身

而出……”建筑无言，在时空深处镌刻

着这段走向光明的印记。目前，旅顺

师范学堂旧址已纳入太阳沟文旅发展

总体布局，成为强化爱国主义和国防

意识的新阵地。

一座百年建筑的“新生”
■张春来 本报特约记者 范奇飞

国防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