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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旧址变身教育基地

斑驳的墙面、青色的瓦片……在
安徽省庐江县龙桥镇黄屯社区，坐落
着一座有着 100多年历史的典型徽派
民居——吴家大院。

事实上，吴家大院还是一个经历
了战火洗礼的红色宅院。今年初，工
作人员偶然间听到当地老百姓的闲
聊，才发现吴家大院是一处革命旧址。

据吴家后人吴桂生和当地91岁高
龄的何鹏老人回忆，吴家曾是当地有名
的富户。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四军在现
庐江、桐城一带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黄屯地区的游击队曾多次驻扎在此。

对此，当地镇政府正在组织开展
实地勘查，整理红色史料，计划将吴
家大院打造成为独具特色的红色教
育基地。

记者调查发现，像吴家大院这样
的小型革命旧址遍布全国，也许是一
间院落、一栋房屋，抑或一孔窑洞、一
座庙宇，各式各样，数不胜数。这其
中，有的已经被发现并得到了很好的
保护、开发和利用；有的刚刚发现，还
有待保护开发；有的尚未被发现，散落
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而当前，大多

数现已发现的革命旧址，得到了精心
呵护，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在位于江苏省新沂市的国家 4A
级风景区——马陵山风景名胜区内，
有一个纵深不到2米的岩洞，当地人称

“三仙洞”。1946年 12月宿北大战期
间，陈毅元帅指挥部就设在洞内。为
了更好地保护这个革命旧址，当地政
府在开发景区的同时，配套建设“宿北
大战纪念亭”等设施，设立纪念碑，铭
刻碑文介绍宿北大战的历史，丰富了
景区文化内涵。

“‘三仙洞’并不大，却是马陵山
风景名胜区的精髓，几乎所有登山的
游客都要到‘三仙洞’看一看，既欣
赏美景、又陶冶情操。”景区负责人
介绍道。

无独有偶。在徐州市铜山区汉王
镇北望村，有一个看似普通的院落，每
天到此参观学习、接受红色教育的游
客络绎不绝。这里就是渡江战役总前
委旧址。淮海战役胜利后，邓小平、刘
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众多将帅
聚集在此，开展渡江战役的部署和准
备工作。当地政府将这个院落纳入农
村建设统一规划，按照“匹配周边、修
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维护，使这个
普通民居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
当地有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对此，江苏省徐州市淮塔管理局
编研文保处处长贾萍表示，这种与自
然景区相融合、与农村建设相匹配的
方法路子，为小型革命旧址保护提供
了成功经验和现实借鉴。

保护工作仍然面临困境

“与得到科学开发利用的革命遗址
遗存相比，我国还有大量的革命旧址等
待我们去发现、去保护。”贾萍长期关注
小型革命旧址保护工作，并为此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她说：“由于经
济、社会、历史等原因，当前许多革命旧
址保护不力，现状堪忧。”

所言不虚。在互联网上搜索“革
命旧址保护”字眼，关于革命旧址受损
的新闻并不鲜见。某地在土地规划

中，将一处革命旧址划给一家私立学
校，导致多座历史建筑被拆毁，虽然当
事人被处理，但对旧址造成的损害无
法弥补。

调查发现，目前小型革命旧址主
要面临两种风险：

一是自然灭失。大多革命旧址年
代久远，很多建筑是茅草屋、土坯房，一
些没有被发现或已经发现但保护不力
的建筑类革命旧址，受风化侵蚀、雨水
冲刷，早已破败不堪，存在灭失风险。

另外，革命旧址需要史实、史料支
撑。随着时间推移，事件亲历者、见证
者年龄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发掘
整理资料变得愈发迫切和困难，有的
革命旧址可能因此而被永远尘封。

二是人为破坏。许多革命旧址由
于体量小、外部特征不明显，有的地区
在规划拆迁过程中，不知情、不辨别、
不论证，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有的
地方在革命旧址保护过程中，由于缺
乏专业指导，将原有遗迹推倒重建，完
全丧失原有面貌，对革命旧址造成不
可逆的损害。

此外，有的革命旧址保护还面临
权属问题。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
通常临时征召、借用人民群众的住房，
不少革命旧址本身就是私家宅院，遗
存权属如何认定、保护责任如何划分、
如何合理开发利用？一系列问题待
解，保护工作遭遇困境，亟须出台相关
政策为保护行动“解扣”。

期待联手发力破解难题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全国各地
高度重视革命旧址保护工作，纷纷出
台相关法律法规。去年1月1日，山东
省滨州市《渤海老区革命遗址遗迹保
护条例》颁布实施；去年2月1日，湖北
省黄冈市《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公
布施行；今年6月，四川省广元市《红色
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草案）》立法
工作正式启动。随着越来越多法律法
规的颁布施行，革命旧址保护也逐步
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

徐州军分区政委李中双认为，可

按照“健全组织、普查认证、改造维护、
开发利用”的程序步骤，有力有序推进
革命旧址保护工作。

组织跟不上、保护无力量。李中
双建议，可按照政府牵头、军地协作、
多方参与的思路，构建坚强有力的组
织领导机构和常态运行机制。在地方
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吸纳规划、建设、
城管、史志、档案、文物管理、文化旅
游、纪念场馆等单位和部门参与，与驻
军政治工作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形成
政府牵头、军地合力的组织领导格
局。革命旧址保护经费纳入年度预
算、纳入各级统筹，确保保护工作顺利
开展。

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
良率领团队进行长期学术研究和实地
调查，新考订出近 400处红色纪念地，
其中许多红色景观具有唯一性、稀缺
性的特点，形成更为完整和丰富的上
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

以此为例，对于数量众多且较为
分散的小型革命旧址，江苏省徐州市
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郭
军认为，应按照“分片调查、深度求证、
分类建档”的原则，开展遗迹遗存普
查，切实摸清位置、数量、现状、权属等
底数，避免因遗漏造成自然灭失；立足
一人一事一物一址，按照历史发展脉
络，依据事件重要程度、影响大小，对
革命旧址进行分类，完善纪念性铭牌，
专项建立文字档案，实施分级分类管
理；研究撰写调查报告，系统梳理历史
资料，编撰出版相关书籍，厚植文化底
蕴，增强教育意义。

贾萍认为，对于小型革命旧址应
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在专业指导
下，开展遗迹遗存修缮保护工作，让古
迹恢复原样，让历史焕发生机。在修
缮改造过程中，还要加强周边环境规
划改造和匹配建设，保持严肃、厚重的
历史气息和文化氛围。

有专家表示，保护革命旧址，传承
红色基因，还需不断创新和丰富形
式。应充分发挥网络、自媒体的传播
优势，运用数字技术再现消失的影像、
历史信息和战斗场景，让革命旧址永
远焕发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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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型革命旧址保护的调查与思考

■本报记者 王少亭

盛夏的清晨，记者驱车从陕西省
山阳县城出发，一路向西。车子在蜿
蜒曲折的山路上颠簸了个把小时，拐
过一个弯，眼前豁然开朗。

薄雾中的袁家沟口村掩映在苍山
绿树中，宁静清幽。一进村口，沿着笔
直干净的石板街望去，一座纪念碑巍
峨耸立，碑上“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9
个大字气势恢宏，令人心生景仰。

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是红军长征
途中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当年，纪律
严明的红二十五军刚到秦岭深处的袁
家沟口村，就打了几场漂亮的战役，很
快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鄂豫
陕省委领导下，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
在袁家沟口村成立，成为山阳边区的
最高军事指挥机关。

主力红军撤出后，国民党地方保安
队和民团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为保卫根据地和巩固新生红色政权，村
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苏维埃政府主
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被誉为“满门
忠烈”的委员张智仁全家4口人，以及60
多名苏维埃政府干部惨遭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袁家沟口村地
处秦岭腹地，山大沟深，并且距离县城
较远，经济发展一直较慢，革命旧址保
护工作比较滞后。加之一些烈士坟茔、
战斗遗址、重大事件发生地等分布较
散，缺乏整体规划，建筑物风化、剥蚀、
塌毁、破损等损坏现象较为严重。

“老一辈革命先烈在这片土地上
抛头颅洒热血，不把它们保护好，是我
们的失职。”2015年起，山阳县人武部

对袁家沟口革命旧址展开调研，联合
地方有关部门，打响了一场“保卫战”。

袁家沟口烈士陵园年久失修，损毁
严重。该县军地积极争取资金，维修烈
士墓28座，改扩门楼1个，新修纪念亭2
座，绿化周边环境1500平方米，进园台
阶全部用花岗岩砌面，围墙加固琉璃瓦
装饰，安装汉白玉栏杆300米。

袁家沟口苏维埃革命旧址，是原
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办公地，也是红
二十五军领导和指挥地方武装革命的
地方。原有房屋破败不堪，几成危
房。他们想方设法筹措资金 200多万
元，对所有房屋和门口的石板街进行
了翻新修缮。

苏维埃纪念广场和鄂陕边区苏维
埃政府纪念碑，曾因地震遭到严重破

坏。他们对广场、纪念碑进行了全面
维修和绿化，新修过河桥梁一座，安装
广场四周及河堤两岸汉白玉栏杆 550
米。现在的纪念广场已经成为袁家沟
口革命老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该县军地
联手对袁家沟口革命旧址设施修缮
保护终于“成了气候”，昔日偏僻的袁
家沟口村逐渐热闹了起来，不少单
位、社会团体慕名而来，到村子开展
教育活动。

革命旧址的保护利用，也给当地百
姓开辟了致富之路。尝到“甜头”的百
姓，也自觉加入到保护革命旧址的队伍
中来。为了保护遗址，安土重迁的村民
搬出住了几辈人的祖屋。他们还积极
贡献红色故事。村小学校长曾庆林口
述“伏击战中的司号员”、村民熊子明讲
述了“‘猴子营长’和我娘的兄妹情”等
故事，创作人员将之汇集成册，成为人
们了解这段历史的珍贵教材。

说起袁家沟口村的未来，小河口
镇党委书记申俊峰信心满满：“我们正
在起草一个革命旧址群总体保护规
划，把旧址保护和红色旅游捆在一起
抓，未来的袁家沟口村将会成为陕南
的‘小延安’！”

陕西省山阳县军地联手加强革命旧址保护

打造陕南“小延安”
■余守义 本报记者 曹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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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每一处每一处革
命旧址的背后的背后，，都铭刻着我党我军英都铭刻着我党我军英
勇奋斗的光辉历程勇奋斗的光辉历程。。与得到科学开发与得到科学开发
利用的利用的革命旧址相比相比，，仍有许多小型仍有许多小型
革命旧址现状堪忧现状堪忧。。每一处革命旧址每一处革命旧址
都值得被记忆都值得被记忆，，完整的红色历史教科完整的红色历史教科
书书，，不应该有任何不应该有任何““缺页缺页””。。

每一处小型每一处小型革命旧址都是一笔宝都是一笔宝
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它时时刻刻它时时刻刻
提醒着每一位中国人不能忘记昨日的提醒着每一位中国人不能忘记昨日的
战争和牺牲战争和牺牲，，让我们这一辈包括后辈让我们这一辈包括后辈
人时刻铭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人时刻铭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它是它是
革命精神的载体革命精神的载体，，更是红色历史教育更是红色历史教育
的重要阵地的重要阵地。。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一抔热土一抔
魂魂。。””小型小型革命旧址不仅具有不可复制不仅具有不可复制

性性，，更蕴含着地区性的厚重红色历史更蕴含着地区性的厚重红色历史
文化文化，，每一处旧址的背后每一处旧址的背后，，都浓缩着这都浓缩着这
片热土可歌可泣片热土可歌可泣、、感人肺腑感人肺腑、、催人奋进催人奋进
的革命故事的革命故事，，就像一座座永远的丰碑就像一座座永远的丰碑，，
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
艰苦奋斗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勇往直前、、敢于敢于
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保护好这些保护好这些旧
址，，就是保护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血就是保护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血
脉基因脉基因。。

星星之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燎原。。深化遗址深化遗址
普查成果普查成果，，建立建立““红色档案红色档案””；；建好历史建好历史
纪念场馆纪念场馆，，打造打造““红色基地红色基地””；；组织历史组织历史
资料汇编资料汇编，，完善完善““红色族谱红色族谱””；；规划红色规划红色
旅游路线旅游路线，，打造打造““红色产业红色产业””；；抓好教育抓好教育
宣传引导宣传引导，，传承传承““红色精神红色精神””。。小型小型革
命旧址就是中国红色文化遗产的星星就是中国红色文化遗产的星星
之火之火，，只有在不断保护利用中只有在不断保护利用中，，才能形才能形
成燎原之势成燎原之势。。保护好这些遗址遗存保护好这些遗址遗存，，
不仅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不仅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更是对未更是对未
来的馈赠来的馈赠。。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
立命的基础立命的基础。。勿忘昨日苦难辉煌勿忘昨日苦难辉煌，，无无
愧今日使命担当愧今日使命担当，，不负明日复兴梦想不负明日复兴梦想，，
守护守护革命旧址的红色基因根脉的红色基因根脉，，刻不刻不
容缓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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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楚
洋

提起革命旧址，率先在人们
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井冈山、延
安等革命遗址。而事实上，在漫
长而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遗留
下来大量规模和体量较小，且具
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革命旧
址。这些旧址散布在全国各个角
落，像点点星火，承载厚重历史，
见证时代变迁。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些红色记忆的星星之火，正
面临自然灭失、人为损坏等多种
威胁，需要军地有关部门联手行
动，凝聚合力，让点点星火终成燎
原之势。

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