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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南湖，秀水泱泱，红船依
旧，游人如织；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内，《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等各类
展品吸引参观者驻足观看；湖南省郴
州市汝城县“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沙
洲村，保存完好的木床无声地诉说着
当年的故事……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
物跨越时空，见证着党的百年历程，凝
聚着坚守初心、不断奋斗的力量。

近日，习主席对革命文物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
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
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
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
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
动教材。

近年来，军地各级充分认识革命
文物工作在见证革命历史、弘扬革命
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结合新时代新
要求，不断加大革命文物工作力度，涌
现出不少保护、管理、运用革命文物的
好做法。

构建多维立体保护格局

多方合力摸清革命

文物“家底”

北大红楼、天安门、李大钊烈士陵
园、双清别墅……日前，北京市公布第
一批革命文物目录。据报道，该名录
由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各区文物行政部
门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排查、核定，专
家论证审核，征求党史文献、退役军人
事务等部门意见，并报请市委市政府
批准后形成。

习主席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的重
要指示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近年来，在军地
各级共同努力下，我国革命文物工作
顶层设计不断加强，基础不断夯实，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一条时间轴，记录了中央和国家
机关各部门重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

足迹——
2017年 1月，中办、国办出台《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此后《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
意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方案》陆续出台，进一步规范了
新时代革命文物相关工作；2017 年 2
月，《“十三五”时期文化旅游提升工程
实施方案》印发，加大支持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设施建设和红色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2019 年，财政部、国家文物
局修订《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对革命老区和革命文物保护予
以倾斜；2020年，中宣部、财政部、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两批 37个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以前，由于缺少整体规划，革命

文物保护的重心放在各级文保单位，
造成散落的革命文物未能很好兼顾。”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革命文物处负责
人表示，在军地各级的统筹推进下，这
一局面得以改变。

在赣南原中央苏区，曾因气候潮
湿、旧时建筑多为砖木或土木结构，一
些革命遗址旧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
毁，有的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义务
看护员刘承汉守护的“弹洞壁”就是其
中之一。

了解情况后，瑞金中央革命纪念
地纪念馆安排专业人员，对以“弹洞
壁”为代表的革命文物进行定期检查
和维护修缮，该市国防教育办公室坚
持军地一体联动，创新抢救保护方法，
合力保护革命文物。

近年来，陕西、山西、福建、广东、
重庆等多地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
施办法；陕甘宁、川陕、鄂豫皖建立省
际协作机制，整体谋划、协同推进；国
家文物局批准创建延安革命文物国家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串点连线、连片
保护、整体展示的革命文物工作新态
势正在形成。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革命文
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国家文物局
近日公布，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3.6
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
过 100万件/套。20个省（区、市）相继
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革命文物
史实研究和价值挖掘不断深入，保护
管理状况显著改善。“十三五”时期国

家文物局共实施 263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革命文物保护项目，2021 年
已批复近 200项。

探索创新展陈传播方式

推动革命文物焕发

时代光彩

“如果我是一位游客，我最想听什
么，最想了解什么？”

在陕西延安枣园革命旧址，讲解
员袁剑丽经常会思索这个问题。她的
回答是做好功课，时时更新自己的“数
据库”并融入讲解，让红色故事感动更
多的人。

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如何发挥
革命文物的精神滋养作用，让革命文
物“活”起来，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对全国各地“红色
讲解员”的考验，也是摆在军地各级面
前的一道课题。

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 100 弄
（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中国共产
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
址，是上海市首批革命文物名录中的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于 2020年 7月 1日
完成修缮重新开放。

修缮完成的革命旧址内，场景复
原、VR立体电影、互动查询等展陈手
段的运用，让参观者可立体化、沉浸式
地观摩建党前期准备工作中的重要历
史场景。“展馆考虑了不同群体的需求
和体验效果，眼睛近视的观众戴上可调
整视力的VR眼镜，一样能够‘零距离’
了解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脉络。”
志愿讲解员介绍道，数字化的革命文物
展陈方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我们编写了《六张旧币传佳话》

《两个铜板的故事》《一张会讲故事的
照片》等文物故事，融入陈列展览中，
让文物会‘说话’。观众可以通过多种
方式、多条渠道了解文物触摸历史。”
四渡赤水纪念馆陈列室的工作人员梁
华说。为充实馆群文物陈列，丰富馆
藏文物数量，四渡赤水纪念馆多次组
织人员到全国各地广泛征集文物，目
前已征集文物 10138 件/套，纪念馆年
接待参观者超过百万人次。

近年来，为了让革命文物焕发光

彩，各地积极探索实践，推出不少创新之
举，形成一道道激活红色记忆、弘扬革命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亮丽风景线”。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国家
文物局指导，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
国文物交流中心共同推出的“英雄武
汉英雄城 革命精神永传承”武汉革命
文物线上展示月活动，综合应用 5G及
互联网传播技术，全景、动态式呈现武
汉革命史脉。

河南桐柏革命纪念馆采用文物与
景观、照片与影视、音乐与解说、参观
与参与相结合的展示方式，还原成立
中原局、桐柏军区等重大历史事件。

湖南省积极打造红色展陈品牌，
《风范长存——毛主席遗物展》入选国
家文物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0个主题展
览推介中的 20个重点推介项目，《中国
出了个毛泽东》展览赴俄罗斯列宁纪
念馆展出，取得良好反响。

用好革命文物生动教材

在触摸历史中汲取

奋进力量

清明假期刚过，文化和旅游部发
布 2021年清明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数
据，红色旅游在清明小长假迎来井喷，
遵义、延安、湘潭等红色旅游热门目的
地预订量同比增长 180%。根据某旅行
平台的清明出游报告显示，红色旅游
客群呈现年轻化特征，95后和 00后占
比近 50%，00 后的红色旅游预订量增
速最快，同比增长630%。

事实上，近年来，红色旅游的规模
和热度不断攀升。2019年，全国红色旅
游人数超过14亿人次，红色旅游收入超
过4000亿元。数据快速增长的背后，是
一系列整体发展、示范推进措施推动
下，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的扎实开展。

近年来，革命文物展示展陈渐成
体系，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旧址开
放率超过 93%，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总
数超过 1600 家，“十三五”时期平均每
年推出革命文物展览 4000余个。这也
让越来越多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革命
文物、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革命旧址是直观并富有说服力的

生动教材。“在对革命旧址物理空间维
修复原的同时，更要注重发挥其对接
历史、资政育人的独特作用。”陕西省
军区主要领导认为，利用革命旧址开
展包括国防教育在内的现地教学，代
入感强，可以启发观众穿越历史时空，
感悟革命传统。

今年 2月，重庆渣滓洞看守所旧址
完成修缮后重新开放。据红岩联线文
化发展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旧址
自重新开放后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参
观，仅 3月 27日、28日两天，就接待游
客近2万人次。

已有 68年党龄的老人王桂森，清
明节前从黑龙江省出发，专程来到重
庆缅怀红岩英烈。他感慨道：“看到政
府把革命文物修缮、利用得这么好，我
非常欣慰。如今日子越过越好，我们
可不能忘了革命烈士的不朽功勋啊！”

距重庆 300 余公里的贵州遵义成
为红色研学的热门打卡地。自去年 10
月以来，这里每周迎来贵阳市数百名
初高中学生，开展主题为“重走长征
路、阔步新时代”的红色文化教育主题
研学活动。据介绍，近年来，遵义市积
极推动大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社会实
践与红色旅游相结合，仅红色研学活
动已吸引贵州省内外 3万余人次学生
参加。
“看了很多革命文物，感觉课本里

的历史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了，我们的
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
来的，长征精神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学
习。”贵阳培文学校的学生覃梓童在研
学活动结束后说。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文化和旅游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建党百年，
将继续实施百年党史文物保护展示工
程，支持举办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文物
大展；推进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
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对外开放、第一个核
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保护展示等；实施一
批革命遗址遗迹、纪念设施、藏品保护
展示项目，推出一批建党百年线上线下
主题展览，推介一批革命文物精品陈列
展览，让广大干部群众切身感受党的百
年奋斗、百年辉煌，不断汲取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让红色火种永续传承
——军地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成果一览

■本报记者 潘 娣

近日，习主席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

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

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

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

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

一条裁剪一半的旧棉被，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色；

一根朱德用过的扁担，展现了人民军

队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

革命文物是生动的红色教材，是革命

精神的重要承载。根据国家文物局新

近公布的结果，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

物3.6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

物超过100万件/套。能否将这些革命

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关乎红

色基因的传承，关乎革命精神的延续，

也关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近年

来，中央就革命文物工作作出一系列

部署安排，各地也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果。

而要让革命文物“活”起来，不断激发

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还需要军地

各级持续加强合作，久久为功。

一是“存活”的“活”，让革命文物

“活”下来。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多种原

因，一些革命文物散落民间，没有得到

有效保护；城市建设中，因经济利益牵

引，违法损毁革命文物的事件时有发

生；有的革命文物产权归属不清，导致

难以进行有效保护和管理。保护革命

文物是一项全民工程，有赖于全民自

觉、全民参与，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行动起来，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

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要加快革命文物

抢救性保护工作，对一些重大革命事件

亲历者、参与者、幸存者、见证者，抓紧

完成口述历史资料等抢救性保存、征集

和预防性保护。

二是“灵活”的“活”，把革命文物

“用”起来。革命文物是“不可再生资

源”，必须怀敬畏之心、担历史之责，坚

持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预的原则，传

承其革命文化价值。正确处理经济社

会发展与革命文物保护的关系，坚持结

合融合、统筹兼顾的发展思路，让革命

文物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要推

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建

设、乡村振兴相结合，有效挖掘文物蕴

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加强保护前提

下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实现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三是“激活”的“活”，使革命文物

“火”起来。与教育互动，与科技联姻，

与旅游相融，加快要素集聚，让革命文

物在与时代接轨中走近群众。注重借

助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建设一批革命文物数字化管理

平台及VR、AR体验产品，将思想性与

艺术性、趣味性、实用性有机统一，让革

命文物既有“言值”也有“颜值”，既有意

义又有意思，不断增强革命文物这一精

神载体的磁吸力。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王国明

图①:工作人员在重庆红岩革命纪
念馆“红岩记忆”数字体验厅内使用移

动设备演示AR互动展示技术。

李 贺摄

图②: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
员清点革命文物。 魏 宸摄

下图:外地游客在江西瑞金红军烈

士纪念塔前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缅怀

革命先烈。 郭冬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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