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南仲春，阳光明媚，繁花似锦。

安徽省石台县仁里镇三增村村民马小

松的家里热闹非凡。军地人员齐聚于

此，共同见证一场革命文物捐赠仪式。

马小松今年 53 岁，他的爷爷有 3

位兄弟，分别是马沙林烈士、马旺龙烈

士和马旺继烈士。革命战争年代，三

兄弟一起参加红军。1934 年中央红

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马家三兄

弟随部队留在皖南地区同国民党反动

派周旋战斗，后在祁门一带牺牲。

“这 3 张证书是家里最珍贵的传

家宝，承载着我们家的荣耀，现交给你

们，希望你们能好好保管它们，让它们

发挥更大作用。”捐赠仪式上，马小松

代表家人向安徽革命军事馆郑重捐献

了 3 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

证》。

“虽然过了 72 年，但 3 张纸质文物

几乎没有虫蛀霉变。可以看出，马家

人对革命先辈的荣誉是多么珍视。”该

县人武部领导说，民间保存的革命文

物往往具有独特的魅力，它们通过家

庭成员代代相传，经历更多世事变化、

留下更多时光印记。

马小松回忆道：“父亲在世时，每

年清明节都要把证书摆出来，然后对

着祁门的方向，也就是 3 位爷爷牺牲

的地方祭拜。他说：‘天下太平了，后

人莫忘记前人的功劳’。”

皖南地区多雨潮湿，为保存好这

些《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马家人用了不少心思，米缸内、木匣

里、樟木箱中，他们都放过。改革开放

后，马小松一家还搬过几次家，可是无

论走到哪里，家人都一直将装有证书

的木箱子带在身边。

为什么要捐出珍贵的传家宝？马

小松说：“传家宝属于马家，更属于大

家。”

安 徽 革 命 军 事 馆 负 责 人 告 诉 笔

者，这 3 张证书将会被永久展示。在

“新家”里，它们将和其他的革命文物

一起，向人们讲述那段风雨如晦、波澜

壮阔的革命岁月。

上图：马小松捐赠的 3 张《革命牺

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中的一张。

朱番翻摄

安徽省石台县烈属捐赠 3 张保存 72 年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传家宝属于马家，更属于大家”
■徐敏可 史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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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莺飞、桃红柳绿，大凌河两岸

满目皆春。距离辽宁省锦州市区 20 多

公 里 的 一 处 红 色 景 点 ，游 客 摩 肩 接

踵。那里就是位于凌海市翠岩镇牤牛

屯村的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

址。

锦 州 是 一 座 红 色 之 城 。 70 多 年

前，我军在此以及周边地区取得塔山

阻击战、黑山阻击战、锦州攻坚战等重

要战斗胜利，为夺取辽沈战役全面胜

利奠定坚实基础。

望着旧址内的场景，从事了大半

辈子革命文物修复工作的锦州市博物

馆原馆长郑志宏满是感慨：“这处旧址

历史厚重。能够再现当年模样，其中

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凝结着文物

修复工作者的心血。”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

的保护利用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5 年。

当年，地方政府组织了一批老工匠，对

指挥所旧址进行了抢救性修复。2021

年，旧址迎来全面修复和还原，郑志宏

成为该项工作主要负责人。

“当时，上级定下一条原则‘修旧

如 旧 ’。 可 是 ，一 上 来 我 们 就 遇 到 难

题，没有足够的工匠。”郑志宏说，参加

2005 年修复工作的老工匠已有不少人

离世，健在的也都 60 岁以上，已无法从

事高强度、大规模修复工作。加上辽

西民居建筑工艺无文字记录且传承失

序，擅长此方面技艺的能工巧匠少之

又少，要想重新找齐石匠、木匠等匠人

十分困难。

“ 为 让 红 色 遗 址 焕 新 彩 ，再 难 也

得干！”郑志宏带着文史专家，在辽西

地 区 实 施“ 地 毯 式 ”寻 访 。 在 多 部 门

协 助 下 ，经 过 近 两 个 月 的 努 力 ，他 们

终 于 根 据 老 工 匠 ，以 及 他 们 的 后 人 、

徒 弟 等 人 的 回 忆 和 提 示 ，找 到 了 11

位符合条件的匠人。紧接着，他们以

这些匠人为班底组建修复团队，着手

施工。

锦州市军地历来重视红色资源保

护利用工作。自 2019 年以来，该市逐

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先后出台《辽沈

战役旧址遗址片区化保护方案》《锦州

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实施方案》

《锦州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提级管理

工作的实施方案》等文件，推动红色资

源保护利用提质增效。

“这些政策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

有力支撑，同时也对文物修复提出更

高 要 求 。”郑 志 宏 说 ，要 做 到“修 旧 如

旧”，就得最大程度地使用传统工艺以

及原始建材。可是，在修复旧址房屋

的窗台时，修复团队被一种名叫“红棉

石”的石材给难住了。

“ 即 使 现 在 在 农 村 ，也 没 人 再 用

红棉石装修房屋了，一些行内的老匠

人知道这种石材，可到底在哪里能找

到，没人能说清。”一位参与修复工作

的石匠说，附近一位年近 70 岁老石匠

的到来，让事情出现了转机。他曾参

加 2005 年修复工作，对天然红棉石的

地理分布知道一二。后来 ，4 名修复

团队成员携带干粮和工具，跟着他走

进了大山。

“那次我们翻山越岭、穿林过河，

走了 3 天，后来在一处山洞前找到了这

种石材。”郑志宏说，为了不过度耗材，

给后人修复时留下必备材料，他们就

按照事先量好的尺寸，一点点用刀和

斧凿刻了 2 块红棉石，然后靠人力给扛

了回来。

“由于年久失修，旧址当时还出现

了屋顶漏雨、外墙裂缝等情况。”东北

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

主任李曼说，“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

家指导下，修复团队几乎完全采用辽

西传统工艺施工，用稻草拌黄泥抹墙

面，用苇笆层铺设屋顶。其中，一些传

统技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修复工作可谓处处考

究、处处用心。”

锦州市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

护单位 37 处，红色遗址、革命旧址、纪

念地及纪念建筑设施 100 余处。近 6

年来，军地相继完成东北野战军锦州

前线指挥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白

老虎屯战斗遗址等 13 处革命旧（遗）址

的修缮和保护工作。

一名长期从事红色文化研究的专

家介绍，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离不开

传统工艺，也需要现代科技。从 13 处

旧（遗）址的保护开发工作来看，在处

理一些棘手难题上，借助科技力量往

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起初，配水池战斗遗址的保护开

发工作因年代久远、资料不全等原因，

很难推动。”锦州市博物馆副馆长龚义

华告诉记者，配水池原是日本人侵略

占领该地期间修建的供水设施，后来

国民党守军将其改造成坚固工事，并

宣称“第二凡尔登”。结果，1948 年 10

月 12 日，经 10 多个小时激战，配水池

就被我军占领。

龚义华说，在配水池战斗遗址开

发中，为了兼顾历史原貌与现代展示，

他们引入虚拟复原技术，还借助地质

雷达探测等无损检测技术对主体建筑

进行数字建模。同时，采用特殊工艺

和新材料，对弹痕、爆破缺口等位置进

行加固、还原。

岁月如梭，77 载春秋已过。这里

不仅修复了当年的战斗遗址，还建起

了陈列馆、林间健身步道、生态停车场

等设施，公园与红色遗址有机融合，保

护面积达 6.7 万平方米。

“ 除 了 修 复 工 作 ，在 整 理 、收 集 、

记录红文化遗产信息方面，我们也曾

尝试运用数字信息处理技术，并取得

成 功 。”辽 沈 战 役 纪 念 馆 馆 长 刘 晓 光

介 绍 ，该 馆 借 助 VR、模 拟 仿 真 等 技

术 布 景 展 陈 ，不 仅 完 整 再 现 了 人 民

军 队 在 辽 沈 战 役 中 的 作 战 情 况 ，还

有 效 提 升 了 有 关 故 事 的 还 原 度 和 感

染力。

随着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加强，

该 市 红 色 旅 游 增 添 新 气 象 。 2023 年

底，“保护·纪念·传承——东北野战军

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项目”获评第四届全国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十佳案例。当年，该市不少红

色景点推出的“红色文化进大集”“辽

沈馆里过大年”等沉浸式体验活动，成

为“流量风口”。劳动节、国庆节等假

期，很多红色景点门口排起长龙，有的

甚至一票难求……

据 了 解 ，为 进 一 步 保 护 好 、管 理

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该市军地还于去

年联合出台《锦州市红色资源保护与

传承条例》，要求各级建立动态红色资

源名录，对红色遗址发现一处、保护一

处，促进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旅深

度 融 合 发 展 ，加 快 构 建 起 集 研 究 、管

理、开发为一体的保护体系。

郑志宏说：“守护红色资源，就是

守护精神家园。那些深藏在历史长河

中的英雄故事，大凌河不会忘记，辽西

儿女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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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韩仁杰、张磊报道：“回乡

不到一个月，就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工

作，并且还与我大学时所学的化学专业

对口，真是没想到。”近日，在山东省利

津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系下，前不久

刚退役返乡的荆伟国与当地一家化工

企业顺利签约。

据了解，该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汇

总县内 70 余家企事业单位用工需求，

通过与退役军人的年龄、学历、专业等

条件匹配，实现岗位精准推介。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李向明告

诉笔者，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是一项

系统工程，涉及岗位推荐、就业培训、资

金扶持等多个方面。从实践来看，推动

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不仅要依靠

政府和部队，还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

才能聚集起更多可利用的优质资源。

退役军人索文峰于 2007 年 12 月回

乡创业，经过多年摸爬滚打创办了一家

连锁餐饮企业。在军地有关部门动员

下，他开设直播讲堂，传授创业经验，帮

助 300 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退役军人属于优质人力资源，在

求职中深受企业和社会机构青睐。可

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或其他原因，供需

双方有时无法建立联系，这就需要有人

牵线搭桥。”索文峰告诉笔者。

近年来，利津县依托高校、乡镇（街

道）先后建立 8 个集就业培训、信息咨

询、创业指导等功能于一体的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指导站。

在东营市化工学校就业创业指导

站，笔者看到，指导讲师顾颖正在为退

役士兵刘佳越讲解数控车床编程与操

作技术。去年退役后，顾颖通过参加该

县退役军人“订单式”培训，成功转型为

专业数控车床操作员，实现稳定就业。

“我校面向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开设

36 个特色专业，并提供全链条就业指导

服务。”该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指导站

站长李岩波介绍，为助力退役军人更好

就业，他们创新推出“1+2”就业跟岗指

导机制，即 1 名退役军人配备 1 名专业

导师和 1 名适岗单位业务导师，每周各

开展 1 次跟岗指导。

“我能当上‘新羊倌’，离不开县里

的扶持。”利津县盐窝镇黄河口滩羊产

业园内，退役军人王晓峰指着一排标准

化养殖棚对笔者说。当年，他退役回乡

后就看准了养殖黄河口滩羊的商机，无

奈缺少资金，起步困难。后来，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送来创

业贷款和税收减免优待政策，帮他打开

局面。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科负

责人王海涛介绍，引导退役军人用好税

收优惠、贴息贷款等政策，可以有效减

轻创业压力。近年来，他们已帮该县退

役军人累计申请创业贷款 130 多笔。

山东省利津县

聚集社会资源 助力老兵就业

4月 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警备区组织民兵整组示范观摩活动。图为民兵集合点验。

吕衍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