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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娘，你讲得真好！你一定要珍惜这
份工作，有价值、有意义！”这句赞扬，是我讲解
生涯中听到的最动听的话语。

2014年，我进入湖南党史陈列馆，开启与
红色讲解的缘分。起初，我十分自信，认为讲
解工作对于学播音主持的自己来说轻而易举，
不承想刚起步就遭遇“当头一棒”。

当拿着3万多字的党史讲解词，走进1.6公
里的展线时，我的脚步沉重极了。一天，我看
到入行近 20年的讲解员陈艳为准备一场重要
讲解，对着展板认真备讲。从历史背景到展板
内容到背后故事，还讲到许多为革命牺牲的共
产党员的信仰……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这样
的行业标杆，正是我要努力成为的人！从那时
起，我对党史多了几分敬畏，对讲解工作有了
详细规划。

接下来的时间，我上班泡在展厅，下班温
习讲解词，3万多字的讲解词在 3个月内顺利

“拿下”，讲解之旅终于迈出第一步。1年下来，
我面对观众讲解也渐渐游刃有余，可机械地重
复讲解词枯燥无味，观众也无法获得更多信
息。这时，我的职业导师陈艳再次提醒：要学
会因人施讲。是啊，背诵讲解词只是成为讲解
员的第一步，如何做到因人施讲，大量地充实
讲解内容，还需要不断下功夫，在“守正”的基

础上学会“创新”。
我大量查阅文献资料和党史书籍，关注时

政热点，及时做好读书笔记，挖掘展板中每一
张照片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每次讲解时，我会
根据观众信息设计开场白，根据观众需求调整
讲解词，想好结束语，使自己的讲解更生动、更
接地气、更适合观众。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好声音”，作为传播红色文化的一员，我也
正努力宣传湖南故事。在党史馆的领导下，我
和同事一起撰写近百个湖南红色故事，配上精
美视频，用心用情用声讲述红色故事。从雪域
高原西藏到首都北京、从省直机关到湖南14个
市州、从各企业到各高校、军营，都有我宣讲的
足迹。

这 6年里，我渐渐发现，做专家型、知识型
讲解员，常讲常新，与时俱进，才能满足社会和
观众的需求。

6年来，我共讲解接待8000多批次，接待观
众达15万人。我每天反复行走在1.6公里的展
线上，有时嗓子干哑疼痛，有时双脚被高跟鞋
磨出了血泡，但收到来自观众越来越多由衷的
赞誉和掌声时，我享受着这份职业带给我的快
乐，更对工作倾注了自己最大热情。

（本报特约记者 文 巧整理）

争当专家型知识型讲解员
■湖南党史陈列馆讲解员 李 霞

说起和讲解工作的缘分，要从10年前一位抗
美援朝老兵来馆参观说起。

当时，我刚入馆工作不久，对讲解员工作的
认识仅限于每天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那天一
大早，一位老兵来到馆里参观，我像往常一样进
行讲解。讲到人民军队发展历史时，爷爷打开了
话匣子，和我聊起了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时隔
数十载，老人回忆起班长在自己面前壮烈牺牲的
情景时，泪流满面，而老人当时也在战场上腹部
中弹……这让我深受触动，虽然我每天都在讲述
红色故事、传播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但大多是
教条式的讲解，缺乏真情实感。

老兵的到来仿佛为我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从那以后，我不再机械式地讲解，对红色历史、
红色故事潜心学习，通过实践摸索出一套因人
施讲的工作方法。比如，面对青少年讲解时突
出趣味性，侧重讲出红色精神的教育引导；为
年长的观众讲解时，侧重声情并茂地还原历史
事件，遇有熟悉历史观众便虚心请教，聆听他
们的故事。

“赓续红色薪火，让红色历史焕发新时代的光
芒。”这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第一代讲解员平慧
珍奶奶，寄语年轻讲解员的一句话。她告诉我们，

历史本来就动人，所以我们讲起来也要生动，讲解
员要为无声的历史插上有声的翅膀。

在一次次讲述南昌起义这段历史、讲述红色
革命故事中，我逐渐懂得讲好红色故事不仅是从
初心到匠心的坚守，更担负着从传承红色基因、
传播红色文化的重任。

从事讲解工作的10年里，从历史中、从前辈
那、从观众处，我收获了太多的感动与力量。这
是宝贵的革命历史带给我的，让我逐渐了解了这
支人民军队的性质、初心，和它光辉的战斗历程；
这是受红色故事浸染着的，给我启迪和动力；同
时也是广大观众分享给我的，我常遇见满头白发
的爷爷在展厅中久久驻足，看到一批批观众静静
聆听、陷入沉思。每每如此，都让我为从事讲解
工作感到自豪。

去年，我很荣幸代表江西省参加了全国红
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并荣获“金牌讲解员”称
号，今年我又入选了“100名全国红色旅游五好
讲解员培养项目讲解员”。这一项项荣誉，更
让我明白，讲解员已不仅是我光荣的岗位，更
是我的使命担当，我要尽己所能，让红色故事
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记者 郭冬明整理）

因人施讲为历史注入感情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 周 甜

红色旅游，有了“五好讲解员”
—文化和旅游部启动百名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养项目

2020年 12月，文化和旅游部
正式启动全国红色旅游五好（政
治思想好、知识储备好、讲解服务
好、示范带头好、社会影响好）讲
解员培养项目，旨在提升红色旅
游讲解服务水平，促进红色旅游
高质量发展。在此前举行的全国
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建设行动成
果展示活动上，文化和旅游部正
式公布了 100名入选培养项目的
讲解员名单。

本期视点，我们选登4篇全国
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训时的交
流发言，倾听他们的心路历程。

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讲解员
热依拉?麦麦提用维汉双语讲述各省市援建的学
校、医院和富民安居房；

在山东，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讲解员宋胜健正
在和参观群众分享爷爷参加抗日战争的往事；

在福建，闽西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员廖素清
用情景剧的形式，将太爷爷半截扁担背后的故事
娓娓道来；

在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刘澄澄正在
参加“一周一训”学习活动，和同事交流讲解体会；

……
他们都是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养项

目入选讲解员。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100名入选全国

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养项目的讲解员名单，并
在京举办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建设行动成
果展示活动。此举旨在培养“政治思想好、知识
储备好、讲解服务好、示范带头好、社会影响好”
的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全面提升红色旅游讲解
员能力素质，进一步规范队伍整体建设，推动红
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自 200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以
来，我国红色旅游蓬勃发展，各地不断创新红色
文化的传播形式，致力于将红色故事讲得更精
彩、更有内涵、更具吸引力。

红色旅游讲解员作为传递红色文化的形象
大使、宣传大使和红色精神的传播大使，是红色
旅游的重要元素。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启动
了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建设行动试点，选取
了上海、江西、湖南以及贵州遵义、陕西延安5个
试点单位。2019年在全国全面启动了全国红色
旅游五好讲解员建设行动。2020年为巩固全国
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建设行动成效，有力发挥全
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对行业、对社会的示范引
领作用，文化和旅游部决定实施全国红色旅游五
好讲解员培养项目。

2020年，通过地方推荐、材料审核、公示、公
布等程序，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100名全国红色
旅游五好讲解员，重点培养成红色基因的坚定传
承者、红色故事的精彩讲述者、红色精神的生动
诠释者、红色文化的忠实传播者、红色风尚的有
力引领者。文化和旅游部领导介绍，对入选培养
项目的讲解员，将在素质提升、交流学习、传帮带
活动予以每人每年 1.2万元的资金支持，还将通
过培训提升、宣传交流、实践锻炼、项目扶持等多
种方式重点支持和培养，同时鼓励地方探索激励
机制，使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更好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真正树立行业标杆，讲好红色故事，弘
扬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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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全国红色旅游
五好讲解员培养项目入选名单。

图②：文化和旅游部为100名全国红色
旅游五好讲解员颁发聘书。

图③：百名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在
京参加培训。 文化和旅游部供图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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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6月 28日，翻身得解放的新疆于
田维吾尔族库尔班大叔，为了当面感谢毛主
席，骑着毛驴到北京，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
他是多么的激动和幸福啊！

62年后的今天，我有幸入围全国百名红
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养项目，来到北京，讲述
天山南北广大军民的红色基因传承，同样感
受到激动和幸福。

新疆是一片热土，这里的每座历史博物馆
都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我所在的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就是 4A级红色旅游景
点，馆内陈列的万余件历史文物，镌刻着中华记
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系列展品，更使人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祖国的怀抱中，新疆所发
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各族人民的生活越
过越有滋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提升。

我生活在感恩之中，不断激扬着文博工
作者的家国情怀，如饥似渴地学习红色历史，
红色基因已经渗进我的血液、浸入心扉。我
决心做红色基因的坚定传承者、做红色精神
的生动诠释者、做红色文化的忠实传播者、做
红色故事的精彩讲述者、做红色文明的模范
践行者、做红色故事的精彩讲述者。

10年来，我每天都会在博物馆用普通话

或维吾尔语向参观的游客讲解，在家里和亲
人们交流，在社会上向群众宣传。这里有发
扬兵团精神、老兵精神、胡杨精神的屯垦文
化，也有以马兰精神为内核的各族军民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的马兰文化，还有巴州石油人继承和发扬大
庆精神、铁人精神和石油精神，熔炼形成以塔
里木精神为内涵的巴州石油文化，更有各民
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共同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历史。这是与红船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
脉相承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
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讲解的日子长了，听讲的观众也越来
越多。2020年 6月 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参观博物馆，我作自我介绍
时，汪洋主席高兴地说，“今天给我们讲解新
疆历史的是热依拉?麦麦提。”汪洋主席说得
很亲切，很温暖，也激励着我。我想把汪洋主
席说的“今天”，变成明天、后天和今生、永久，
把党的故事和新疆的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
让更多的观众体验红色之旅、了解红色历史、
感悟红色精神。

（文化和旅游部供稿）

让红色故事传遍边疆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讲解员 热依拉?麦麦提

2015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完遵
义会议纪念馆之后，叮嘱我们讲解员“要给
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
来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贯彻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把传承红色文化作为工作的重中
之重。

2018年 11月 10日，按照文化和旅游部
关于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建设行动推
进会议精神，及对试点工作的指示要求，
我们纪念馆开展了以下工作，并取得显著
实效。

一是对讲解员进行了封闭训练。组织讲
解员开展军事训练，进一步提高讲解员政治
素质，增强纪律观念，还组织学习党的十九
大报告等，进一步夯实讲解员队伍的政治理
论基础，提高了讲解员队伍的政治素养和政
治意识；二是系统学习，坚持“一周一训”。
每周一组织学习，通过观看视频，专家讲座
等形式对党史进行系统学习；三是加强标准
化建设，建立讲解员培训制度，规范讲解语
言、礼仪、声乐和形体等，提高讲解质量，严
格上岗考核制度；四是强化讲解服务水平提
升，采取以老带新，由经验丰富的资深讲解

员带新讲解员，“一对一”培养，提高讲解水
平；五是创新讲解传播方式，增强讲解生动
性。如遵义会议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用
歌舞把红色故事讲得更生动，组织讲解员收
集红色故事，利用红色元素编排舞蹈，朗诵，
快板等文艺节目，改变单一讲解方法和模
式，以多种文艺形式丰富讲解内涵，增强讲
解效果。

遵义被确定为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
建设行动试点单位以来，牢记总书记殷切嘱
托，以“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为己
任。遵义会议纪念馆宣教部全体讲解员们，
开展了红色宣讲“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
进农村”等“七进”活动，通过宣讲红色故事，
流动展板等形式，进行革命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

近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还组织了“行进
中的遵义会议”巡展，走进北京、上海、南京、
西安等地，为当地市民和高校学生宣讲红色
文化，巡展中通过图片展板的形式，展出遵义
的红色魅力，生动再现红军长征转战贵州的
光辉历程。

（谭 田整理）

为讲解员成长铺路搭桥
■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 刘澄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