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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强军··奋进奋进
十里长堤风光好，一江两岸入画来。随着党的二十大日益临近，位

于江西省于都县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
馆）游人如织。

作为全国唯一一处展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这
里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已列入全国
30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近年来，纪念馆每年接待游客150万人次，成为
弘扬长征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曾几何时，这座红色场馆面临发展局限，配套设施不足、传播手段滞
后、接待能力不强。进入新时代，军地各级充分发挥纪念馆红色资源在
国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不断丰富实践载体、推动科技赋能、创新宣传手
段，纪念馆实现换羽重生。

让我们一起走进纪念馆，探寻这座红色教育基地的“蝶变密码”，汲
取加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的“精神养料”，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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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时代呼唤

秋日清晨，行走在于都县建国路交

通巷，汽车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不

远处一栋砖木结构的老式宅院，古朴而

沉静，与周围的嘈杂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是始建于清代的谢氏宗祠，

1934 年 10 月 15 日，为保障中央机关和

中央红军主力突围，中共赣南省委和省

苏维埃政府在这里召开省、县、区三级

干部大会。后来，这里建起县革命历史

纪念馆，1981 年更名为于都县博物馆。”

望着宗祠的一砖一瓦，纪念馆工作人员

张小平说。

1986 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 50 周年之际，“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纪念展览 ”在此举办 ，社会反响热烈 。

1988 年 10 月，当地在这次展陈的基础上

建立纪念馆，与于都县博物馆合署办公。

“因地处闹市区，参观者眼里看着革

命历史，耳朵里听到的却是外面的吆喝

声。”于都县博物馆原工作人员肖军回忆，

周遭的环境导致这里很难形成教育氛围。

时光流逝，纪念馆设施老化、容量

不足等问题逐渐凸显，难以满足参观需

求。论证、选址、施工建设……2005 年，

一座建筑面积 1100 平方米的新馆在于

都河畔落成。

2014 年，于都县委、县政府拨出专

项资金，再次对纪念馆进行改造提升，

建筑面积扩建至 2200 平方米，展陈面积

达 1900 平方米，年平均接待游客 30 余

万人次。

2019 年 5 月 20 日，习主席在江西考

察时来到于都，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

念碑，察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原于

都县城东门渡口，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纪念馆，并在纪念馆一层亲切会见了于都

县的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

纪念馆讲解员钟敏介绍，那一年，

正值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游客最多时每天超过 1 万人，网上

提前预约的旅游团常常排到半个月以

后。”钟敏说，按照纪念馆最初的规划设

计，一天最佳接待量为 600 人，陡增的游

客量，让纪念馆难以满足讲解需求、接待

需求。同时，全国各大博物馆、纪念馆纷

纷进入“互动体验时代”，纪念馆平面、静

态的展陈方式，也显得有些“落伍”。

“改造升级，刻不容缓。”时任纪念

馆馆长蓝华英说，为更好发挥纪念馆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用，他们决

定对纪念馆进行全方位改造。

点亮长征地标

2019 年底，蓝华英找到于都县文广

新旅局局长谢芸华，提出扩容纪念馆的

想法。二人一拍即合，向于都县委、县

政府作了专题汇报。

“ 于 都 是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集 结 出 发

地，优化馆内展陈，点亮长征文化地标，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汇报会上，扩

容的建议得到与会代表一致支持。

短短 3 个月，纪念馆新建能够容纳

150 辆汽车的大型停车场，建成 1600 平

方米的游客服务中心。回顾升级改造

过程，谢芸华感慨：“在市、县两级领导

干部大力支持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下，

从土地征迁到立项施工，一路‘绿灯’。”

做好硬件设施改造升级的同时，纪

念馆还引进技术资源，借助 AR、VR 等

手段全景再现历史场景，打造了长征体

验互动区 ，让游客穿越时空、走进“现

场”感悟革命历史。

历经沧桑的革命文物，是建好红色

基因库的重要物质依托。为了让游客

更好了解历史，纪念馆广泛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文物征集、保护、利用工作，纪念

馆工作人员纷纷踏上“寻宝”之路，当地

热心群众、各地红军后代积极响应。

陈列于纪念馆显著位置的《野战军

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野

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野战军人员武

器弹药供给统计表》，详细展现了中央

红军在长征前的准备工作，被纪念馆工

作人员称为“镇馆之宝”。

几经辗转，当钟南昌、彭碧莲等纪

念馆工作人员来到解放军档案馆，见到

这 些 泛 黄 陈 旧 的 图 表 时 ，他 们 激 动 万

分：“这充分说明长征是有准备的，它们

见证了中央红军在于都迈出二万五千

里长征第一步。”

在为期 6 个月的升级改造过程中，

纪念馆共募集文物 130 余件。他们综合

运用文物、图片等传统展陈方式和声光

电等现代技术，全面系统展示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历史，一座软硬件兼备、功能

完善的纪念馆全新亮相。

绽放耀眼光芒

走进纪念馆，序厅主题浮雕《集结

出发长征》映入眼帘。细节饱满的古铜

色浮雕，生动还原了红军将士与当地群

众依依不舍的离别场景，气势恢宏，引

人入胜。

沿 着 序 厅 的 侧 门 继 续 向 前 走 ，记

者 来 到 纪 念 馆 长 征 出 版 物 博 览 中

心 。 只 见 几 个 孩 子 穿 戴 VR 设 备 ，在

液 晶 电 视 前“ 手 舞 足 蹈 ”。“ 我 们 一 起

渡 过 了 于 都 河 ！”“ 我 在 帮 红 军 修 浮

桥！”孩子们紧握操作手柄 ，不时发出

惊呼。

让讲解员钟雪燕引以为傲的是，修

缮后的纪念馆广泛运用线上直播、数字

展览、“云”宣讲等方式，打破时空阻隔，

全面实现游览方式升级。

今 年“ 七 一 ”前 夕 ，在 远 隔 万 里 的

黑龙江省大庆油田，210 名石油工人跟

随 钟 雪 燕 的 直 播 镜 头 深 入 纪 念 馆 ，聆

听长征故事，参观革命文物。“‘云’宣

讲 弥 补 了 人 们 难 以 到 场 的 遗 憾 ，长 征

精 神 与 铁 人 精 神 碰 撞 出 别 样 精 彩 ，我

能够感受到他们‘溢出屏幕’的热情。”

钟雪燕说。

前来纪念馆参观体验的游客越来

越多，吸引一大批热心人士加入志愿讲

解员队伍。2020 年 5 月 20 日，在红军后

代葛江洋的牵头组织下，长征源宣讲团

成立。

宣讲团从红军后代、专家学者、中

小学生等群体中广纳英才。他们不仅

在纪念馆内开展志愿宣讲，还将长征故

事传播到机关、乡镇、社区，教育覆盖面

不断拓展。如 今 ，宣 讲 团 由 最 初 的 20

余 人 壮 大 到 75 人 ，累 计 完 成 宣 讲 515

场 次 ，红 色 血 脉 在 这 片 红 土 地 上 赓 续

传承。

前 不 久 ，长 征 源 宣 讲 团 来 到 于 都

县 禾 丰 镇 珠 塘 村 义 务 宣 讲 ，讲 解 员

胡 晓 琼 声 情 并 茂 地 讲 述《妈 妈 的 马

灯》《一 件 羊 皮 袄》等 红 色 故 事 ，现 场

观众深受感动。珠塘村老党员华仁发

感慨 ：“长征路上的动人故事挖不完、

讲 不 尽 ，每 一 次 听 心 里 都 很 触 动 。 我

们 今 天 的 生 活 多 么 幸 福 ，一 定 不 能 忘

了革命先辈的付出。”党的二十大即将

召 开 ，华 仁 发 计 划 再 到 纪 念 馆 去 看

看。他说，最好的纪念方式，是不忘来

时路。

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一座红色教育基地的换羽重生
■肖力民 孙嘉龙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外景。 肖文伯摄

“七一”前夕，江西省赣州军分区组织官兵和民兵在于都县长征渡口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 刘宗炎摄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

和国最鲜亮的底色。”

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红

色资源，是我党我军性质、本色和作风

的结晶，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是新

时代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宝贵财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相继

出台一系列有关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政

策法规，在完善红色资源保护体制、明确

管理职责、强化保护责任、加大开发利用

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各地勇

于创新，推出一批重大保护工程，打造红

色旅游景点，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渠道，红

色资源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

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不断丰富实

践载体，依托军地资源，优化结构布局，推

动各省区市建设一批国防特色鲜明、功能

设施配套的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作为开

展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用好红色资

源“精神富矿”，对于增强全民居安思危的

忧患意识、崇军尚武的思想观念、强国强

军的责任担当，意义重大深远。

用好用活红色资源，首要任务是保

护好红色资源。抓好红色资源的全面

清查，搞好普查、挖掘、整理、认定等工

作，摸清全国红色资源现状。对散落在

偏远地区的红色资源，做好抢救性修

复 、挖掘等工作。发挥各职能部门作

用，对侵占破坏、利用不当、应保未保等

问题予以及时纠治。

用好用活红色资源，关键在于制度

创新。强化法治思维，从完善法规制度

和管理机制入手，把红色资源管理保护

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注重规划整

合，将红色资源保护纳入军地发展规

划，通过划立红色片区、开设红色线路、

编印红色地图等方式，实现红色资源整

体规划、统筹展示、示范引领。

用好用活红色资源，还需激发红色

资源内生发展动力。深入挖掘红色资

源思想内涵，丰富红色故事细节，通过

老事新说、老话新讲、老歌新唱，让革命

传统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借助物联

网、大数据和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全

景式、立体式、延伸式展现党史军史，增

强教育感染力。立足地域特色，创作推

出一系列优秀红色舞台剧、影视剧，实

现红色资源的艺术性呈现。

红色，是共产党人的底色，是人民

军队的底色。激荡红色血脉的人民军

队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从弱

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奋进新

征程，我们更应珍视红色资源，赓续红

色血脉，以昂扬的姿态建功新时代。

携手擦亮“最鲜亮的底色”
■石纯民

强军强军··感怀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