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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
纪念馆新馆，于2008年向社会公众免费
开放。

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
被称为“胜利之门”的大门。辽沈战役的
胜利，使东北解放区成为巩固的战略后
方，为我军入关组织平津战役提供良好契
机。纪念馆包括战史馆、支前馆、烈士馆
等，藏有文物1.1万余件，采用光导沙盘、
景观复原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示，全面呈现
辽沈战役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

据统计，每年大约80多万人次到馆
参观，其中90%是团体组织。对此，纪念
馆有针对性地推出了7个版本讲解词，包
括专家学者、党政机关干部、现役官兵及
退役军人、企业职工、小学生及大中院校
学生、普通群众等，实现受众人群全覆盖。

新的讲解版本一经推出，便受到观

众的喜爱。驻军某合成旅政委崔海旭
说：“以前组织官兵参观时总感觉不解
渴，如今讲解大多侧重战斗精神培育、战
术战法运用，官兵爱听，也很受用。”

除了讲解词，他们还注重遗址开发，
健全教育配套体系。

“一处遗址就是一个教育基地。”采
访中，纪念馆领导告诉记者，着眼健全国
防教育配套体系，锦州市委、市政府经过
十几年的努力，已挖掘整合东北野战军
锦州前线指挥所、辽沈战役烈士纪念塔、
梁士英舍身炸地堡、配水池等13处战役
遗址，使之成为与辽沈战役纪念馆相呼
应的国防教育景点，形成了以纪念馆为
龙头的国防教育基地体系。

“可别小看这些战役遗址的开发利
用，”辽沈战役纪念馆旧址处副处长刘军
说，过去光靠纪念馆对战役细节、战斗精

神、英雄故事等方面进行概括讲解，有了
战役遗址就可以搞专题教学、专题教育，
而且更有系统性、层次性和针对性。

“站在战役遗址，通过聆听讲解员讲
解战史、战例，让我感受很多、收获很
多。”驻军某高炮旅领导说，就拿攻打配
水池战斗为例，过去只是知道这场战斗，
但到底怎么打、为什么打、打了对整个辽
沈战役有什么重要意义，运用了什么战
术战法，对现在有哪些启示，通过参观战
役遗址才有了深入了解。

记者旁听了一次梁士英舍身炸地
堡战役遗址的讲解，讲解员姚璐璐的讲
解词虽然只有几页内容，却讲了 50多
分钟。在讲完梁士英为什么要舍身炸
地堡后，她又讲了辽沈战役是什么时候
发起总攻的，攻坚是在什么情况下进
行的，梁士英炸地堡对战斗起到什么

作用……最后，姚璐璐又讲了相
关战例和人物。

辽沈战役纪念馆社教部副
主任李曼告诉记者，如今，17名
讲解员都能从一处遗址，讲到其
他遗址，再讲到整个战役。渐渐
地，凡是参观过
辽沈战役遗址的
人，都爱听战史、
战例，对整个战
役有全面系统的
认识。

采访中，记者发现每处
战役遗址都由多个英雄故事组
成战例，每个战例皆有相关知识
链接，并附有诸如“假如当时是你，
你会怎么做”“说说你的感受”等互动
话题。“我以前也没听过，很长知识。看
来历史知识更应该身临其境地学习。”带
着 6岁孩子来参观的张先生说，孩子正
处于建构价值观的年纪，一旦在孩子心
中种下崇尚英雄的种子，日后便会生根
发芽，化为积极向上的拼搏力量。

五一假期，由辽沈战役纪念馆职工
创作表演的情景剧《辽沈战役的历史瞬
间》在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
（牤牛屯）公益上演。这是该纪念馆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推出的一系列

“红色文艺”节目的一个缩影。

辽沈战役纪念馆

战役遗址重现英雄现场
■游巨波 本报特约记者 姜玉坤

“话说1949年天寒地冻1月天，津沽
大地烽烟起，国共两军战正酣……”讲解
员刘万成的快板表演时而紧促时而平
缓，声情并茂，仿佛把大家带回战争年
代。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的讲解现场，天
津市武清区人武部干事莫彤辉对笔者
说：“用快板讲解，既体现天津作为曲艺
之乡的特色，又生动展现了革命年代的
峥嵘岁月，很有感染力。”

平津战役创造了解放战争中的“天
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它的
胜利奠定了新中国定都北京的基础。作
为全面展现平津战役伟大胜利的专题纪
念馆,位于天津的平津战役纪念馆 1997
年建成开馆，占地 4.7万平方米，由胜利

广场、主展馆、多维演示馆和军威园4部
分组成，馆藏文物 8000多件，其中国家
一级文物16件。

近年来，纪念馆为了让讲解更接地
气，每名讲解员都练就了快板宣讲的拿
手好戏。平津战役纪念馆宣教部主任唐
凤红说：“结合传统快板的音韵格式，将
讲解词以快板书的形式进行改编，重新
编排演绎。”

为了让快板宣讲接地气、更受群众
喜爱，讲解员的每一个扣板动作、每一个
音韵发声都要练到严丝合缝，对于拿不
准的演绎技巧，专门到天津艺术职业学
院请教专家名师。讲解员刘万成的快板
一响，周围很快就会聚满观众，他说：“打

快板在天津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
便于展开、易于接受。朗朗上口的快板
词能产生很强烈的情景代入感，一下子
就能吸引住观众。”

据了解，目前该馆已形成了一支 10
余人组成的快板宣讲轻骑兵，活跃在乡
村、社区、学校、军营等各个角落，让超过
百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观
众，足不出户就能听到平津战役纪念馆
的精彩讲解。除此之外，他们还探索出
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诗歌朗
诵、红色歌曲、相声、情景剧等，形成了
23个成熟的表演节目，受到广泛欢迎。

为了满足观众要高度更要温度的参
观需求，平津战役纪念馆借鉴央视热播

文化节目《如果国宝会说话》和《信?中
国》，将搜集整理的亲历者口述结合展区
内的一件件实物讲给观众听，包括全国
战斗英雄、“功臣号”坦克驾驶员董来扶，
全国战斗英雄、两人生擒 20余人的“旱
桥英雄”刘瑞林将军，全国战斗英雄、八
进战场勇救 4人的“救护英雄”陈焕柱，
等等。工作人员穆丹告诉笔者，纪念馆
承载着红色记忆、凝结着红色传统，作为
讲述人，把红色故事讲出真情感、讲出新
时代的味道，才能更大地发挥教育作用。

在面向社会传播红色文化的同时，
纪念馆注重运用年轻化、大众化的传播
方式增强对青少年的感染力。

他们推出“少年军事体验营”，招募
6到 12岁的学员参加体验活动。一方
面，通过举办红色故事小课堂、“每期一
款”兵器知识讲座等体验环节，让学员在
接触战斗装备、历史文物中增强认同感；
另一方面，通过“沙场点兵”军事技能操
练、兵器模型拼装等环节，让学员体验军
营生活。来自天津市河西区的小朋友李
语嫣刚参加完第 8期体验营，她告诉笔
者：“我长大了也要跟他们一样，做战斗
英雄！”这样的活动既满足了学生对国防
知识的渴望，同时播撒下红色种子。

平津战役纪念馆

传统快板演绎红色故事
■李 轩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坐落在江苏省
徐州市凤凰山东麓，苍山翠柏，高塔耸
立，承载着人民胜利的记忆。

70年前，解放军 60万大军，在以徐
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至临
城、南达淮河的辽阔战场上，与国民党
军 80万人马展开战略决战。经过 65个
昼夜的艰苦奋战，共歼灭敌军 5个兵
团、22个军、56个师，计 55万余人，为人
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
基础。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淮海战役纪
念馆（老馆）1965年建成，新馆于2007年
开放，统一由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

局负责管理。
淮海战役胜利70年了，淮海战役精

神的内涵是什么？对当今建设发展有什
么现实意义？纪念塔管理局发挥平台优
势，先后成立淮海战役暨区域红色文化
研究中心、淮海战役口述史研究中心、淮
海战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系统发掘整
理淮海战役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去年，一场研讨会上，各界专家从不
同角度提炼淮海战役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执着信念，排除万难、敢打必
胜的奋斗精神，不怕牺牲、忘我献身的崇
高情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纪律观
念，依靠人民、爱民为民的坚定立场。”

“淮海战役是人民的胜利，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需要发动群
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强大
威力。”

有序传承离不开史料支撑，离不开
历史资料整理和革命文物保护。记者了
解到，目前纪念馆共收藏相关文物、照
片、资料、书画等 17311件，一年来新增
藏品就多达1050件。

“传承是我们的使命。发掘、整理、
丰富、完善、传承淮海战役精神是纪念馆
建设发展的价值所在。”纪念塔管理局局
长蒋越锋说。

他们开展淮海战役精神进党课、红

色故事进校园活动，研究设置理论教
学、音像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学等四
个教学单元 11个研学课程，编辑出版 9
本学习图书，录制6个微视频，组织宣讲
团，全方位多角度讲述红色故事。徐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州市规划局、星光
小学……仅去年 1至 10月，就有 2.9万
余人次参与教育活动，就连上海和深圳
等地的学校，也不远千里组织学生来到
这里开展研学活动，重温革命历史，感
悟革命精神，激发爱国之志、报国之情。

初夏时节，惠风和煦。记者看到纪
念馆园区“支前小道”上，一队小学生在
解说员的帮助下，体验推着独轮车送“军
粮”。“独轮车是解放区人民使用最普遍
的运输工具。在淮海战场上，80%以上
的运输任务是靠挑子和小车完成的。当
年，一个支前模范运输团仅用 3天就运
粮 5.6万公斤。”“他们太厉害了，真是了
不起。”听了解说员的解说，同学们在惊
讶之余，更激起了继续推车前行的兴趣
和动力。

据介绍，接下来，纪念馆将设计推出
淮海战役主题文创产品，举办“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展”。

淮海战役纪念馆

推独轮车体验支前伟力
■汪志鹏 本报记者 王少亭

纪念场馆见证战斗历史、承载
优良传统、蕴含红色基因、寄托民族
情感。近年来，全国各地充分利用
当地红色资源，立足新的历史方位
和时代坐标，建设了一大批主题鲜
明、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环境优美
的纪念场馆，在传承红色基因，开展
国防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纪念场馆建设
发展还面临不少现实问题。有的对
场馆主题提炼不准、充分展示不够；
有的历史史料不全、缺乏系统整理；
有的功能比较单一、制约互动交流；
有的缺乏现代创意、难以引起共
鸣。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制约着纪念
场馆功能和作用发挥。

建好、管好、用好革命战争纪念
场馆，是弘扬先烈精神、继承优良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的现实需要。应
坚持场馆建设与文物保护相结合、
学术研究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形式
变化与手段创新相结合，运用新方
法、巩固新阵地。

离开理论基础和史料佐证的支
撑，纪念场馆建设就会失去价值、偏
离方向。挖掘、整理历史资料是纪
念场馆当下紧迫的任务。战争过去
许多年了，战争亲历者年岁渐长，回
顾战斗历史、还原战争场景、抢救性
发掘的要求更加紧迫；散落民间的
文物史料逐渐灭失、佐证战争史实
的资料越来越少。应把资料整理、
学术研究作为红色文化建设的重要
任务，以战争亲历者为主要对象，与
时间赛跑，加大历史资料挖掘、整理
和保护工作，不断增加纪念场馆建
设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战争已经远去、寻根没有停
止。人民的需求就是纪念场馆建设
发展的追求。应秉承公益性质，把
纪念场馆打造成资料中心、研究中
心、教育中心、展览中心、服务中心，
把史料收集与寻源、寻根、寻亲结合
起来，验证身份、订正资料、补刻名
录，让更多的先烈能够荣耀“归队”，
让英烈的后代能够祭奠至亲。

当下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发生
新的变化，纪念场馆开始运用新技
术新方法，吸引更多的观众。

在实物展示、实景模拟基础上，
着眼体验式、研学式参观旅游需求，
运用动画、人机交互、VR技术等，

实景再造、情景再现，让参观者参与
其中、身临其境。利用网络平台发
布微景、微课、微剧，增强红色基因
传承的吸引力、角色代入感和群众
参与度。研发衍生文化产品，制作
品格高雅、品质上乘、品味多样的纪
念品、收藏品，提升红色文化的影响
力、传播力和吸引力。

各地还应加强区域合作、场馆
协作，构建有历史关联的红色资源

“共同体”、红色基因“传承链”，采取
共享文物史料、共建平台、联合组织
巡展等形式，提升展览影响力、教育
感染力，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熠熠
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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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各地普遍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新中国70华诞。其中，全国各地的
纪念场馆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平台优势，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三大战役纪念馆
就是一个缩影。

为了铭记伟大胜利，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我国分别在辽宁省锦州
市、天津市、江苏省徐州市建立纪念馆，进行史料挖掘整理、普及军事历史和国防
知识、开展国防教育等活动。他们创新方式方法，让纪念场馆更具吸引力，让红
色故事更富感染力。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三个纪念馆，聆听红色故事。

——编 者

图①：在梁士英舍身炸地堡遗址，退休军官李祖训给官兵和小
学生讲英雄故事。 周贺琴摄

图②：小学生参加“重温淮海战役支前路”冬令营体验活动。
李 瑶摄

图③：天津解放纪念日，讲解员刘万成用快板为小学生讲解放
天津的故事。 王 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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