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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第一个核

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

张曼怡摄

图②：党员干部在“两

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

举行向国旗宣誓活动。

潘刚坚梅朵摄

图③：青海原子城纪念

馆。 杜文林摄

图④：青少年在青海原

子城纪念馆内参观见学。

杜文林摄

传 承

传好“两弹一星”
精神接力棒

耸立在西海镇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

研制基地”纪念碑，铭记着 221 厂建设者

们的丰功伟绩。

“可以说，这里是我国强国之梦开始

的地方。”“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

专职教师马晓燕说。

上世纪 50 年代，为了祖国的核事业，

世代居住在金银滩的 1700 多户牧民，离

开了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草原。221 厂

的建设者们以“三顶帐篷”起家，挖土方、

盖厂房、建铁路、修公路，在短短 4 年时

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从小我就知道，我的家乡不仅是王

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中描述的梦幻

草原，更是成功孕育‘两弹’，使中华民族

挺起脊梁的地方。”马晓燕出生在青海海

北州门源县，孩童时就经常听父辈们讲

述 那 段 历 史 。 当 年 ，在 221 厂 上 班 的 夫

妻 ，因 为 保 密 原 因 ，相 互 不 知 道 所 从 事

的 职 业 ，连 在 哪 个 分 厂 上 班 ，都 不 能 问

不 能 打 听 ；221 厂 的 建 设 者 们 写 信 给 家

人，回邮地址也不是 221 厂，只能是一个

代 号——青海省西宁市 221 信箱……一

个个感人故事，在马晓燕心中生根发芽，

长成参天大树。

2020 年，怀着崇敬之心，马晓燕以优

异成绩考入“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

院。在她看来，这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

一份使命。

“这片草原上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和

令人崇敬的英雄，我想讲给更多的人听！”

为最大限度还原史实、掌握更多鲜为人知

的感人故事，马晓燕多次赴北京、苏州等

地，采访 20 余位原 221 厂的老科研人员、

部队指战员，完成“221 口述历史”档案整

理。作为宣讲骨干，她参与青海省“‘两弹

一星’精神永放光芒”全国宣讲 100 余场，

受众达 4 万多人，把“两弹一星”精神传遍

四方。

“这片热土既是养育我的家乡，更是激

励我不断前行的精神殿堂。作为一名‘90

后’，新时代更要铭记辉煌背后的苦难，立

足本职岗位敬业奉献，当好一颗国防事业

的‘螺丝钉’。”展望未来，已是教学骨干的

马晓燕目标坚定，她立志要将“两弹一星”

精神的接力棒一代代传承下去。

传 播

从金银滩讲到大江南北

“糊里糊涂忙了好久，四姐妹也不知

道自己在参与什么重点工程，只是清晰记

得动员她们的神秘同志强调，‘你们一个

肩膀挑的是中国 7 亿人的担子，另一个肩

膀挑的是全世界 30 亿人的担子。’”

这是“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民兵宣

讲员马晶和同事们根据史实创作的情景

剧《禁地芳华》的一幕，讲述的是 4 名上海

姑娘参与造原子弹的故事。

1963 年，4 个风华正茂的上海姑娘坐

上前往西宁的火车。几经辗转，她们踏

上 了 那 片 神 秘 的 金 银 滩 。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罗布泊上空一声巨响，中国的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来，四

姐妹这才知道自己参与的重点工程就是

“造原子弹”。

“我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讲这个故事

了，每一次我都深受感动。”马晶感慨道，

第一次了解那段历史，就被扎根偏远地区

无私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们震撼。作为一

名民兵宣讲员，她下定决心，要把真实发

生在金银滩草原的“两弹一星”故事讲述

好、传播开。

2012 年 10 月，海北州组建第一支“两

弹一星”精神宣讲团。2015 年，马晶成为

其中一员。如今，马晶作为“两弹一星”精

神宣讲团的优秀骨干，随团前往 20 多个

省（市、自治区）进行宣讲，累计宣讲 350

余场，干部群众、院校师生、军队官兵等受

众达到 33 万余人次。

为了增强宣讲效果，马晶还充分发挥

才艺特长，和同事们一起想方设法创新形

式，以快板、小品、小话剧、三句半和演唱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方式，真情演绎那

段历史。

2018 年，“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被

中宣部评为“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

体”，宣讲报告被中组部评为“全国干部网

络学院好课程”。

一花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2021 年 3 月，为配合党史学习教育，

海北军分区与州委、州政府积极协作，统

筹整合红色教育资源，依托海北州“两弹

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原子城纪念馆

和州民族歌舞团，成立了富有民族特色的

“藏汉双语宣传文化小分队”，全面担负起

向社会各界和广大牧民宣传宣讲“两弹一

星”精神的时代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两弹一星”精神宣讲

团和“藏汉双语宣传文化小分队”中，16

人是海北州民兵应急分队队员。他们以

“传承红色基因、铸就精神高地”为使命，

向高原腹地进发，激发当地群众学习贯彻

党的创新理论的巨大热情和弘扬“两弹一

星”精神的火热实践。

传 递

架起联通历史与
思想的桥梁

占地 12.2 公顷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

是原子城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项

目的核心组成部分，现有藏品 1048件/套。

“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责任主

体，纪念馆不断挖掘展陈内涵、丰富展陈

内容、创新展陈形式，突出重点，创新工

作，不断拓展社会教育职能。”青海原子城

纪念馆馆长马清芳说。

2009 年 5 月 26 日，青海原子城纪念

馆开馆，成为全国唯一一所全面、系统介

绍中国核工业创建和发展历程的专题纪

念馆。

“纪念馆内设‘历史抉择、艰苦创业、

勇攀高峰、东方巨响、共和国不会忘记’五

大主题展厅，展示的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和氢弹成功研制的伟大历程，是自 1958

年后我国 16 次核试验的历史缩影，是‘热

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的集中体现。”马清芳参与了纪念馆的布

展过程。在她看来，原子城纪念馆需要以

丰富的史料展现“两弹”研制期间那段不

平凡的岁月，以特有的内涵传承伟大的

“两弹一星”精神，以真实的记录体现出中

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

近年来，以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为核

心，以打造精神高地为目标，原子城纪念

馆策划开展了一系列大型活动。

跨界合作，同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浙江大学等联合举办相关主题展览，同核

工业后人联合举办主题书画展，从不同侧

面展现我国“两弹”研制的历史背景和辉

煌成就。

他 们 先 后 邀 请 中 国 工 程 物 理 研 究

院、中国核工业集团总公司等相关单位

负责人和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两

弹 一 星 ”历 史 研 究 会 等 20 多 家 科 研 院

所 、科 研 机 构 的 专 家 学 者 ，组 织 召 开 两

次“两弹一星”精神理论研讨会、精神报

告会。

2009 年以来，组织人员先后走访 2 位

两弹元勋、6 位两院院士，60 余位曾参与

核研制、核试验的老干部专家及职工子

女，深入挖掘基地创建创业时期的感人事

迹，征集到大量实物和历史文献。

“为了跟上时代脚步，更加完整展示

‘两弹一星’光辉历程，2020 年年底，我们

纪念馆启动了基本陈列改陈布展工作，期

待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以全新面貌和大

家见面。”马清芳告诉记者，本着对历史负

责的态度，纪念馆已综合历年来相关领导

和专家对展陈内容和展陈形式提出的意

见进行多次修改、完善。

今年，原子城纪念馆将建成开放纪念

园缅怀厅，改造利用老厂区、老厂房、老设

施，复原部分车间生产场景，让游客更好

读懂、关注红色文化遗产，并将积极整合

红色资源，依托理想信念教育学院深化

“两弹一星”精神课题开发研究，推出系列

党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精品教材和精品

课程。

据介绍，自 2009 年 5 月 26 日开馆以

来，先后有 360 余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

慕名到馆参观接受教育。纪念馆与青海

省海北军分区开展联建共育，为驻军官兵

无偿提供参观和讲解 5 万余人次。原子

城纪念馆已成为全国重点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红色文化展示基地和党史党性

教育基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其中就包含“两弹一星”精神。“两弹

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作为一所立足

青海省 、面向全国的干部人才教育学

院，担负着党员干部人才党性教育的重

要使命，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讲好“两

弹一星”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坐

落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氢弹的诞生

地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

西海镇的原子城，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

资源。学院积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一

手抓科研，深入研究“两弹一星”伟业的

历史和永恒价值，研究中国第一个核武

器研制基地的历史贡献；一手抓培训，面

向全国开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以“两弹一星”精

神为主线的党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

自 3 月中旬开学以来，学院已举办重点

班次 10期、承办 10余场省内各单位党员

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党日活动”。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我国独

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广大科技工作

者、工人、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奉献自己

的青春热血，就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就是为了人民幸福、民

族复兴。伟大精神跨越时空，是传承红

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是

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动

力。我们突出现场教学、体验教学，开

发五大模块 90 多门特色课程，完善红

色教育课程体系，形成“一团一馆三现

场”基本教学体系。通过生动讲述这些

奋斗者们的感人事迹，教育引导学员从

历史中汲取坚守初心使命的“营养剂”

和“动力源”，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

政绩，鼓励学员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

族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

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

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

水平。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

演进，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

峻挑战。我们坚持开放办学、汇聚全国

资源，解读“两弹一星”伟业背后各条战

线的攻坚克难案例，开展以学员为主体

的深化研讨，让学员联系历史与现实、理

论与实践、感性与理性，深刻理解“两弹

一星”精神，进一步增强斗争意识、提升

斗争本领，特别是激励

科技战线的学员着力解

决“卡脖子”问题，打好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伟 大 精 神 跨 越 时 空
■“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张海旺

青海海北州青海海北州

神秘原子城神秘原子城：：从未远去的荣光从未远去的荣光
■万百旗 尹耀增 本报记者 谭 健

从西宁出发，沿西湟高速向西北驱车 110公里，有片美丽的草原，因盛开金露梅、银路梅两种花儿得名
“金银滩”。脍炙人口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诞生于此。

走进金银滩，当年的厂房、车间静静矗立，墙体上的标语仍清晰可见。它们记录着一代科技工作者热
血奋斗的历史，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神秘与辉煌。

这里，便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 221厂旧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
于此，故这里也被称为“中国原子城”。

如今，昔日守卫森严的“中国原子城”，早已揭开神秘的面纱，成为全国红色旅游圣地。在这里，参观者
可以重回那个艰苦而火热的年代，聆听老一辈奋斗者的故事，感悟从未远去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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