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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看到当年红军穿过的草鞋、用

过的皮带，我更加体会到长征的不易。

我要把这些资料记下来带回家去，让家

人也接受教育。”延安革命纪念馆，一位

观众看完长征主题展览后郑重地在留言

簿上写到。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之地，延安

也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在延安

13年，为这里留下了丰富的红色革命遗

迹。如今，遍布延安全市的400多处革

命旧址很多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吸引

着八方来客，亦成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

教育的大课堂。

天地英雄气，民族浩然风。在近百年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革命先烈

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铺就了一条通往理想

境界的道路，用精神和力量铸就了民族不

屈的脊梁，引领我们坚定而从容地走向未

来。遍布全国各地的近5万处革命遗址，

成为我们党红色历史的浓缩和红色文化的

载体。其中很多遗址因其特殊的历史和社

会文化价值承载，已被国家相关部门甄别

确定为革命文物。这些文物凝聚着深刻的

文化内涵，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成为近

现代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实物见证，可以说

是革命先烈留给后人的“红色遗产”。

每一件文物都是一座“精神地标”。

据统计，目前我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近

3.5万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00万余件/套，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800多家；登记革命旧

址、遗址3331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477处。从反映重要历史事件的

遗址遗迹、纪念馆、烈士陵园，到革命领

袖、爱国人士的故居、旧址，从反映重要历

史文化内容的博物馆、纪念馆，到反映新

中国成立以来建设成就的展览馆……这

些文物已成为党员干部了解党的历史、

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场所，广大群众培

养爱国情感、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

青少年学习革命传统、陶冶道德情操的

重要课堂。

文物，承载着民族的历史，革命文

物是固化的党史和革命史。茅坪革命

旧址群、砻市会师遗址群、黄洋界遗址

群……在革命老区，每处历史遗址遗迹

的背后都有无数让人感动的故事。如

今，历史的硝烟散去，而镌刻在这些历

史遗迹上的革命精神，仍散发着光芒，

代代传承，成为老区脱贫攻坚战中的精

神力量。党和国家历来重视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很多地方采取得力措施，加强

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发掘与传播，让那

段红色记忆永放光芒。

硝烟已散，英雄长眠。神州大地上的

每一方纪念碑，每一座烈士墓，每一段英雄

故事，都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赋予我们

强大的精神力量。近年来，从设立烈士纪

念日到提高烈属抚恤标准，从红色旅游兴

起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人们以实际行动

纪念为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英勇牺牲的

革命英烈，在铭记历史中汲取砥砺前进的

强大力量，缅怀先烈、崇尚英雄、捍卫英雄、

学习英雄日益成为全民共识和社会风尚。

我们相信，先辈留下的“红色遗产”

必将在一代代人的承继发展中永葆光

辉，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伟大民族的

红色信仰。未来，红色血脉必将永续相

传，强国步履必将更加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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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月 15 日，日本战败投降。
9月 20日，日本中将司令官鹰森孝率所
部在河南漯河签字投降。为让后人记
住这一历史性时刻，漯河人民专门刻

碑、建亭纪念，并分别命名为受降碑、受
降亭。

作为当时全国 16个受降点之一，漯
河是唯一一个建亭立碑纪念抗战胜利
的城市。遗憾的是，后因特殊的历史原
因，受降亭受到破坏，亭内四块石碑也
流落民间。1982年 7月，原漯河市文化
馆副馆长陈国兴在受降亭原址附近偶
然发现了受降碑主碑，后又找到大半块
刻录着《受降亭记》碑文的副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漯河市各界
重建受降亭的呼声越来越高。2003年，
当地相关部门决定重建受降亭。
“现在大家看到的受降亭和亭内石

碑重建于 2003 年 12 月，亭内主碑仿刻
的‘受降亭’三个字，及碑文内容都是有
史料记载的。”据漯河市中州抗战纪念
馆工作人员介绍，为了充分发挥革命遗

址社会教育功能，当地政府还在亭子周
边建设了纪念广场，包括抗战纪念馆、
受降广场牌楼、红色主题影院等，总占
地面积1.2万平方米。

如今，以受降亭为中心的纪念广场，
已成为漯河市一块爱国主义教育圣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当地已接待国
内外各类参观团体310多个、游客180万
余人次，其中包括大批从欧美国家和我
国香港、台湾地区远道而来的客人。

在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钟毅
的记忆里，每到重大纪念日，漯河市都会
在纪念广场举办系列纪念活动。红色电
影展播、红色节目汇演、红色历史图片
展、抗战老兵故事会等丰富的活动内容，
在钟毅的生活里留下深刻印记。
“先辈的牺牲与奉献，让我感到今

天的生活来之不易。”聊起今天的生活，

钟毅颇为感慨。他说，作为一名青年学
生，只有好好学习、掌握过硬本领，才能
在回报社会的实践中展现青春芳华、实
现人生价值。

钟毅的真挚话语，道出了当地很多
青年人的心声。
“这里已成为漯河市爱国主义教育

的一张亮丽名片！”漯河军分区政委张
宏进介绍，每年征兵季，漯河市适龄青
年应征入伍的热情都很高涨，每年他们
都会组织预征青年到受降亭前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每一名有志参军报国的
漯河籍热血青年，都是从这里出发，奔
赴火热军营的。”他说。

河南漯河受降亭—

昔日日寇投降地 今朝教育大课堂
■邵天江 王士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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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井冈，群峦叠翠。这里是中国
革命的摇篮，也曾是山高路陡、交通不便
的贫瘠山区。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井
冈山以旅游为支柱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往日的贫瘠山区变身享誉国内外的旅游
新城，老区人民靠“红色旅游”走上了致
富路。

跟井冈山地区一样，红色旅游已
成为老区发展的重要抓手。长期以
来，陆琼格外关注革命老区红色旅游
产业。在很多人看来，人们走进革命
老区，不仅仅因物因景，更因一份情感
与文化驱动力。事实上，发展红色旅
游不仅利于强化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锻造民族精神，还利于借力革命
历史文化遗产促进老区发展，更为旅
游业培育了新的发展模式和消费市
场。

革命文物，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可以借力的重要资源。早在 2004 年，
党中央、国务院就对发展红色旅游作
出过专门部署。尤其是这些年，红色
旅游在各地焕发出勃勃生机，一批革
命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建成使用，参
观、讲解等服务工作不断改进和优化，
不少红色景区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让红
色历史可视可听可感。

红色旅游既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特色文化工程，承载着塑
造社会价值观、树立和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文化自信的特殊功能。然而，现
实生活中，个别地方在开发红色旅游
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商业气息过重，红色文化淡化，抢
革命人物、争历史事迹的乱象时有发
生，个别讲解员为制造噱头渲染野史
秘闻，有的景区体验项目设计存在恶
俗化倾向……很多文物工作者注意到
了这些问题。这提醒我们，个别地方
红色旅游开发有点跑偏变味。

旅游开发如何真正靠红色立本？
业内人士认为，红色旅游必须注重历史
的厚重感，在丰富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
上下功夫，避免陷入坐在革命文物旁
“吃老本”的窠臼，关键是在传承红色文
化与获取经济效益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让公众体验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红色旅
游这个香饽饽才能持久飘香。

有意思更要有意义，红色旅游才能持久飘香

鲜活我们的“精神地标”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谈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

■本报记者 侯 磊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记录着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故
事。革命文物，凝结着我们党的光荣历史，是革命文化的物质载
体，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是党团结带领人
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
“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清明节到来之际，中宣部、财政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
县名单（第一批）》，确定了我国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涉及

20个省份的 110个市、645个县。此举，无疑对做好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
之年。在这个时间节点，国家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有何现实考
量？对其价值挖掘和利用创新有何具体举措？在利用文物促进
老区发展方面有哪些抓手？日前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就这些问题作了回答。

青山留名史，烽火淬英豪。
每年清明节，河南新县都会迎来

一年中最特别的日子——对千千万万
革命烈士表达缅怀和敬意，成为人们
心照不宣的共识。作为鄂豫皖苏区首
府所在地，新县在血与火的岁月中献
出了 5.5万儿女的生命。今天，全县有
7个国家级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和
365处革命旧址……

革命文物见证革命历程，固化着
党史军史，维系着民族精神，是必须坚
守的根据地。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

玉才介绍，我国是拥有光辉革命历史
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国家，在党的光荣
历史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
壮丽篇章的历程中，保存和遗留了丰
富多样的革命文物资源。

从实地发掘到深入研究，从主题
出版到文艺创演，从校园教育到社
区普及……我国很多文物工作者调
研了解到，目前，我国很多地方都在
全方位唤醒属于自己的红色记忆，
以此引导民众在精神滋养中传承红
色基因。

“作为新时代的文物工作者，保护
好革命文物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顾玉
才坦言，目前，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一些地方
文物保护主体责任落实还不到位，文
物合理利用不足、传播传承不够，保护
管理力量相对薄弱，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都尚需提升。

为此，顾玉才和他的同事做了大
量基础性工作，摸清了全国革命旧址、
遗址、专题博物馆和纪念馆、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等基本情况。

摸清底数，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顾玉才表示，将进一步解放思想、转
变观念，深化文物保护利用体制机制
改革，加强文物政策制度顶层设计，
切实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和利用各项
工作。

革命文物固化党史军史，是必须坚守的根据地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短短 8个
字，道出了“革命文物保护”在文物工
作者心中的分量。但长期的文物研究
和一线工作实践也让他们意识到，革
命文物不能仅仅作为“馆藏”存放起
来，关键还要融入时代、融入现实需
求，在服务大众的生活里焕发生机。

众所周知，很多革命文物都是分散
在不同的文博机构里，有的在博物馆里
被摆在突出的位置，也有的深藏于文物
仓库、很少展出，还有的散见于旧址或
遗迹中，公众很难“亲密接触”。在顾玉
才看来，此类做法虽然降低了革命文物
被损毁破坏的可能性，但也影响了其服

务大众、服务生活的功能。
“革命文物的保护和传承，不仅需

要新颖的方式打动人心，还要融入生
活，才能焕发新的生机。”在专家看来，
真正有生命力的文物都是被时代所需
要的，也只有被融入现实需要了，文物
才能在传承中更具活力。

这段时间，山东歌舞剧院创排的
原创民族歌剧《沂蒙山》来京演出。国
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陆琼注意
到，该剧反映的沂蒙百姓与子弟兵“同
生同死一家人，随时能拿命来换”的鱼
水深情，成了很多同事和亲友热议的
话题，这让她很受启发。

“一部 6幕剧，树起了沂蒙精神新
丰碑。”陆琼说。实践中，借助文艺节目
样式让文物、史实来说话，不仅满足了
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而且
以生动灵活的方式赋予文物更为旺盛
的生命力。

今年春节，在文物部门组织下，全
国数千家博物馆推出上万场精彩活
动。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博物馆里过
大年”成为新年俗。这让人们意识到，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革命文物不
再是散落民间的“老物件”，而是可以在
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新事物”了。
“革命文物呈现形式更加立体多

元，保护传承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国
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实施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为助推器，强
化文物服务群众生活的研究利用，让
文物在新时代的传承中迸发生机与
活力。

融入时代发展，让文物在服务大众中焕发生机

在我国很多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已成为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名片。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红25军军部旧址何氏祠，位于河南罗山

县铁铺镇何家冲。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一次分享会上，京剧《狼牙山》的主要演

员在讲述剧目排演感受。

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摄

抗战老兵郝吉祥在为青年官兵讲

战斗故事。 王智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