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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红色资

源是书中厚重隽永的华章。

一部哈尔滨城市史，烙印着外敌

掠犯的累累伤痕，也闪烁着无数英雄

的耀眼光芒。杨靖宇、赵尚志、李兆

麟、赵一曼……无数革命先驱为了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斗争、不懈奋

斗，用血肉之躯筑起中华民族的钢铁

长城。

红色土地，热血浸染；红色血脉，

永续传承。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

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保护利用好红色资源，充分发挥其精

神文化价值和教育引导功能，有助于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深刻领悟“家”

和“国”的涵义，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

红色基因传承的要义在于知所从

来、明所将往，在于不忘初心使命、牢

记宗旨本色。发挥红色资源铸魂育

人、凝心聚力的作用，需要我们用心用

情用力，在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

色资源上多动脑筋、下足功夫。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的生动教材。在我国 960 多万平方公

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

处处流传着英雄的故事、遍布着红色

的印记。各地应系统梳理本地的红色

历史，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建立自己的

“红色基因谱”“精神档案库”，不断丰

富革命文物，建立由专家学者组成的

研究队伍，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

精神内涵。

“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先辈

留给我们的红色资源承载着生生不

息、薪火相传的厚重基因，保护好红色

资源，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先烈的告

慰，也是红色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

必然要求。红色资源保护是一个系统

工程，需要统筹军地各部门，既各司其

职，又形成合力。应强化法治思维，从

完善法规制度和管理机制入手，进一

步理顺保护机制体制、明确管理职能、

强化保护责任、倡导社会义务，把红色

资源管理保护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

道。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动员全社

会力量，抓好红色资源常态化管理养

护，对侵占破坏、利用不当、应保未保

等问题予以及时纠治，把红色资源的

保护工作摆上高位、抓在手头、落实到

行动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红

色资源越发彰显其时代价值和永恒

魅力。传承好红色文化，需要内涵赋

新、形式创新。近年来，各地在用活

红色资源方面百花齐放、新意迭出。

有的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思想内涵，

创作出一批大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剧、

影视剧、纪录片等；有的将科技元素

融入各类博物馆、纪念馆，推出一系

列精品展陈，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观

展体验；有的立足本地红色景点，打

造多条“网红”旅游路线，吸引各地游

客前来“打卡”。这些紧跟时代步伐、

紧贴青年需求的创新举措，让红色资

源 焕 发 出 新 的 生 命 力 ，收 到 成 风 化

人、坚定信念的良好效果，为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源源不断的精

神动力。

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

们应始终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

脉，坚定理想信念，从党的百年奋斗史

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昂扬的姿态建

功新时代、一起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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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红色冰城的“精神密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军地合力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梅世雄 刘宝瑞

国防论坛

在 抗 日 战 争 的 历 史 丰 碑 上 ，永

远 铭 刻 着 东 北 抗 日 联 军 立 下 的 不 朽

功 勋 。

在抗日的烽火中，中共满洲省委

派出的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

曼等东北抗联英雄儿女，在艰苦卓绝

的斗争中白刃喋血、搏命疆场，给日本

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全

国抗战，用生命和鲜血在白山黑水间

写下英雄的慷慨悲歌。

岁月变迁，哈尔滨这片红色土地

上 留 下 大 量 的 抗 日 旧 址 遗 迹 等 红 色

资源。

“东北抗联密营遗址是其中的代

表。”哈尔滨警备区政治工作处主任田

志国向记者介绍，密营是东北抗日联

军在敌后建立起的秘密宿营地，由于

密营遗址大部分都在深山密林中，经

过数十年风吹雨淋，一些遗址被侵蚀

损毁甚至消失，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

迫在眉睫。

这 些 年 来 ，四 块 石 抗 联 遗 址 、槟

榔沟抗联密营遗址、鸡冠山东北抗联

密 营 遗 址 等 相 继 被 发 掘 。 在 军 地 各

方的共同努力下，哈尔滨市抗联遗址

保 护 项 目 列 入 全 省 文 化 保 护 重 点 工

程，其中四块石抗联遗址入选哈尔滨

市 委 命 名 的 第 一 批 哈 尔 滨 市 中 共 党

史教育基地。

全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99 处，其

中 抗 联 遗 址 等 不 可 移 动 革 命 文 物 59

处……这是 2020 年以来军地相关单位

联合统计出的哈尔滨红色资源保护清

单。据介绍，哈尔滨军地还组织修缮

了第四野战军纪念馆、刘少奇革命活

动旧址等红色遗存，积极筑牢红色资

源保护防线。

“攥指成拳才能形成合力。”哈尔

滨 市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尹

皓表示，保护红色资源不是军地哪一

方 的 事 ，《哈 尔 滨 市 东 北抗联文化保

护传承条例》的制定实施，就是希望通

过立法推动抗联文化保护工作走上法

治化轨道。

去年 6 月，黑龙江省首家“红色资

源公益诉讼保护教育基地”在哈尔滨

市依兰县成立，这是该市检察机关参

与 做 好 红 色 资 源 保 护 工 作 的 缩 影 。

哈 尔 滨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第 八 检 察 部 主

任 陈 蕾 介 绍 ，去 年 以 来 ，哈 尔 滨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组 织 开 展 系 列 革 命 文 物 保

护 专 项 监 督 活 动 ，全 年 累 计 立 案 24

件 ，制 发 诉 前 检 察 建 议 24 件 ，对 6 起

革 命 文 物 保 护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召 开 听

证会，通过认真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 ，促 进 红 色 资 源 得 到 有 效 、及 时 的

保护性修缮。

社 会 力 量 也 是 红 色 资 源 保 护 的

重 要 主 体 。 近 年 来 ，哈 尔 滨 市 成 立

东 北 抗 联 精 神 研 究 会 、哈 尔 滨 市 红

色 文 化 教 育 传 承 协 会 等 社 会 团 体 ，

先 后 有 近 200 所 大 中 小 学 加 入 红 色

国 防 教 育 联 盟 ，全 市 红 色 资 源 保 护

志 愿 者 达 8000 余 人 ，他 们 活 跃 在 各

个 红 色 旧 址 ，担 负 起 红 色 资 源 保 护

的神圣使命。

攥指成拳形成保护合力

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 88 号，位于

喧闹的商业区一角，是李兆麟将军纪念

馆所在地。

步入馆内，看着一张张照片、一件

件实物，记者仿佛回到哈尔滨解放前夕

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我很开心看到带着孩子、朋友自

发前来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纪念馆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多年来，哈尔滨军

地 除 注 重 打 造 系 列 红 色 地 标 之 外 ，还

编 制《哈 尔 滨 市 红 色 旅 游 指 南》，出 版

《北 国 旅 游》红 色 专 刊 等 ，发 挥 红 色 旧

址 和 文 化 展 馆“ 第 二 课 堂 ”作 用 ，让 红

色地标成为广大群众接受红色教育的

重要场所。

一 路 行 至 第 四 野 战 军 纪 念 馆 ，记

者看到该馆的一些室内场馆正在进行

修 缮 升 级 。 为 了 更 好 地 保 护 红 色 资

源，让游客体验沉浸式观展，第四野战

军纪念馆采用各类技术手段还原历史

情景。

纪念馆馆长郝会凡介绍，修缮升级

后 的 史 料 陈 列 室 ，将 增 设 33 块 电 子 大

屏，展示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在双

城期间的珍贵历史资料，并用现代科技

手段复原影像资料，带游客“穿越”到那

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外地游

客不便前往红色旧址参观学习。为此，

哈尔滨市委网信办策划推出了红色历

史线上宣传平台，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等

现代科技手段，在线展示哈尔滨当地的

红色旧址、红色展馆。百个红色点位、

千段珍贵视频、万张实景图片，游客只

需扫描二维码，指尖轻触，便可实现沉

浸式游览，了解哈尔滨的红色历史、红

色故事。

哈尔滨市巴彦县鸡冠山脚下，有一

所兴隆小学，与东北抗联鸡冠山密营陈

列 馆 一 墙 之 隔 ，学 生 们 成 为 陈 列 馆 的

“常客”。

多年来，该校依托便利条件，将红

色德育作为基础课、必修课，引导学生

以家乡的红色历史为傲，努力学习报效

祖国。

距东北抗联鸡冠山密营陈列馆 120

余公里处，是哈尔滨市木兰县正在筹备

建设的“抗联小镇”党史教育基地。当

地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努

力把红色教育与旅游事业结合起来，打

造红色旅游目的地。

运用优质红色资源开展国防教育

的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其前身是中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事 工 程 学 院 ，当 时 简 称

“哈军工”。

“要珍惜新时代的发展机遇，投身

海洋强国建设。”近年来，学校开设的选

修课《海洋中国》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

“金课”。哈军工纪念馆馆长李宏是这

堂 课 的 主 讲 人 之 一 ，他 从 红 色 校 史 入

手，讲述哈军工前辈开拓奋斗的科研故

事，引导学生知史爱国、知史荣校，扣好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该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声介绍，

学校充分利用红色校史资源，形成了独

特的育人文化。去年，学校开展“学党

史知校史游园打卡”活动，学生们按照

学校“红色路线”行进，每到一处，都能

听到师生讲解员分享的哈军工时期的

红色故事和前辈们打造国之重器的奋

进历程。不少学生表示，这项活动不仅

让他们学到很多知识，而且潜移默化地

受到教育。

为了充分发挥哈尔滨红色资源的

铸魂育人作用，哈尔滨军地相关部门还

编撰出版党史通俗读物《哈尔滨红色经

典故事》等，推出以赵尚志、赵一曼、李

敏 等 英 雄 人 物 故 事 为 主 题 的 电 影 、话

剧、音乐剧，举办红色陶艺展出活动、讲

革命历史短视频大赛等，通过多种形式

传播哈尔滨红色文化，涵养广大群众的

家国情怀。

“第二课堂”涵养家国情怀

从中东铁路修建开始才慢慢兴起

的哈尔滨，历史并不算长，但厚重的文

化积淀和曲折的城市历程却与这份“年

轻”形成强烈反差。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句著名

的西方谚语表明一座城市的诞生与演

进、发展与成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哈尔滨仅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就由一

个松花江畔的小渔村成为中国东北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点 ，从 她 的 城 市 精 神

中，似乎能寻找到飞速发展的密码。

“精神的力量虽是无形的，但足以

起到引领时代发展的作用。”哈尔滨警

备区领导说，“哈尔滨是一座红色资源

丰富的城市，革命文物多、革命英雄多、

红色故事多，利用好这些红色资源，打

造红色文化精神高地，能够为城市发展

带来活力。”

走进哈尔滨市一曼小学校，少先队

员于斯一正在教学楼旁的革命烈士赵

一曼纪念馆为参观者讲述英雄事迹。

“我很喜欢为大家讲述赵一曼‘母

亲 ’的 故 事 。 我 在 她 的 事 迹 中 学 到 了

很 多 ，比 如 ，在 学 习 中 遇 到 困 难 时 ，要

大 胆 向 前 冲 、想 办 法 克 服 。”于 斯 一 对

记者说。

在哈尔滨，像哈尔滨市一曼小学校

这样用英雄名字命名的地标遍布城市

的大街小巷，全市有以英雄名字命名的

县城 1 个、街道（路）15 条、公园 9 个、学

校 21 所、纪念场馆广场 20 余个……

铭记英雄，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们

的丰功伟绩，更是为了传承他们的精神

品格。

哈尔滨新区牛甸子岛，是东北抗联

精神的发源地，东北 14 年抗战烽火从这

里点燃。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区人民群

众在抗联精神的滋养下，踔厉奋发，笃

行不怠，推动经济社会蓬勃发展，5 年时

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3%。

新区的高速发展是哈尔滨经济振

兴的缩影。这里有大江大湖，也有浩瀚

林海；这里是避暑佳境，也是冰雪圣地；

这里是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祖国的大

粮仓。新时代的哈尔滨，不断调整产业

布局，探索新形势下老工业基地全方位

振兴新路子。

如 今 ，哈 尔 滨 市 军 地 正 合 力 打 造

“英雄城国防教育景观线”。这条景观

线 ，由 一 曼 街 —— 靖 宇 街 —— 尚 志 大

街——兆麟街环形红色主题街道，以及

这条线路周边的数十个革命旧址、遗迹

和纪念馆组成。“相信这些名字背后所

蕴藏的精神宝藏，将沸腾城市的红色血

液，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注入生生不息

的力量。”哈尔滨市教育局领导表示。

“有一座英雄的城市，巍然屹立在

松花江畔……”尚志公园里，经常听到

黑龙江省弘扬东北抗联精神艺术团的

成员们合唱抗联老战士李敏作词的歌

曲《哈尔滨，英雄的城市》；哈尔滨市一

曼 小 学 校 音 乐 课 上 ，老 师 正 带 领 孩 子

们 学 唱 校 歌《红 色 摇 篮》，歌 声 嘹 亮 动

听 ；市 行 政 区 域 内 ，现 役 军 人 、军 队 文

职人员、军队离退休干部、伤残军人凭

有效身份证件，免费乘坐公交车、地铁

等公共交通工具，免费参观公园、公立

博物馆等景点……

行走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记者深

切地感到，崇尚英雄已刻进这座城市的

记忆、融入广大市民的血脉中。如果说

洁白的冰雪是哈尔滨最具代表性的自

然元素，红色则是融入每一个哈尔滨人

骨子里的精神底色。冰雪会融化，而红

色血脉永续传承，引领冰城军民接续奋

斗，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英雄名字刻进城市记忆

松花江南岸，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巍然矗立。
这是哈尔滨军民同自然灾害奋勇抗
争、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

沿着纪念塔广场向南行，就是
闻名全国的哈尔滨中央大街。天马
广告社、哈尔滨通讯社、东北地区第
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旧址……这条始
建于 1898 年的老街上遍布的红色
遗迹，让游客仿佛置身于一座开放
式的历史博物馆。

作为新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
市，哈尔滨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从哈尔滨工人在太阳岛举行群众集
会号召反对殖民统治，到东北抗日
联军爬冰卧雪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
争，再到军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抵
御洪水等自然灾害……哈尔滨历史
上无数次上演的艰难曲折、前仆后
继的奋斗故事，积淀了丰厚的红色
文化，孕育出这座城市独有的人文
精神和城市品格。

近年来，哈尔滨市军地持续合
力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打造红
色文化精神高地。记者深入哈尔滨
警备区、市委史志研究室、市检察
院、市文物局等多家单位采访，探寻
这座红色冰城的“精神密码”。

国防聚焦

图图①①：：哈尔滨市委史志研究室出版的红色文化系哈尔滨市委史志研究室出版的红色文化系

列丛书列丛书。。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空军某部官兵为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学生讲空军某部官兵为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学生讲

述英模塑像背后的故事述英模塑像背后的故事。。 常智科常智科摄摄

图图③③：：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召开革命文物保护公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召开革命文物保护公

益诉讼案件听证会益诉讼案件听证会。。 张 琪张 琪摄摄

哈尔滨市军地领导寻访探望东北抗联老战士王济堂。

常智科摄

图图④④：：哈尔滨大剧院演出芭蕾舞剧哈尔滨大剧院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红色娘子

军军》。》。 仲 巴仲 巴摄摄

图图⑤⑤：：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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