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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3 月 27 日，北京市公布第一

批革命文物名录。这次公布的第

一批革命文物名录中，包括不可

移动文物 158 处，其中有 18 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9 处北京

市文物保护单位、52 处区级文物

保护单位，以及 59 处尚未核定公

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

文物。名录中含可移动革命文物

2111 件（套），其中一级文物 1974

件（套），二级文物 65 件（套），三

级文物 26 件（套），一般文物 46

件（套）。

◎ 天津
3月29日，天津市文化和旅游

局（天津市文物局）面向社会公布

全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

可移动革命文物 7154 件（套），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 57 处，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中包括大沽口炮台、觉

悟社旧址等 7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

供了一份生动教材。

◎ 上海
3月11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

局公布了上海市首批革命文物名

录，其中包括150处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和 208 件（套）可移动革命

文物。

◎ 福建
3月17日，福建省文物局下发

《关于核定公布福建省第一批革

命文物名录的通知》，公布全省第

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共 1657

处、可移动文物142581件（套）。首

批革命文物包括古田会议会址、

长汀革命旧址、林则徐墓、陈嘉庚

墓等。

◎ 内蒙古
3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布

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39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

处 ，自 治 区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33处。

◎ 湖北
3月29日，湖北核定公布了全

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共包括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1018 处、可移

动革命文物2810件（套）。其中，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包括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33 处、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150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835处；可移动革命文物包括一级

文物 143 件（套）、二级文物 367 件

（套）、三级文物2300件（套）。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日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物局核定公布兵团第一批革命文

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99 处、可移动文物 10078 件（套）。

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包括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兵团级

文物保护单位 59 处、师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33 处；可移动革命文物

包括一级文物29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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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赓续红色基因红色基因

2021 年 1月，全国革命文物百
佳讲述人遴选和推介工作正式启
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工作者，以
及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
老模范等社会各行各业人士踊跃参
与，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发出红色声音，生动鲜活讲好党的
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

近年来，亮点纷呈的革命文物新
业态，越来越多的可视化呈现、互动
式传播、沉浸式体验的产品和服务，
让人们触摸到有温度的革命历史。

2020年9月21日，由中共重庆
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
单位联合举办的红岩革命故事首场
展演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拉开帷
幕。整个展演围绕“传承和弘扬红岩
精神”这一主线，以南方局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事迹和红岩英烈
的英雄壮举诠释红岩精神，包括《英
雄重庆 壮美红岩》《周恩来与重庆大
学师生》《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刘国鋕》《傲雪红梅——江竹筠
烈士》《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等剧
目，尾声则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
学生的殷殷寄语，对该主题教育进
行升华。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岩革命故事
展演正在打造升级版。

穿红军装、走红军路、诵读红色
家书、重温入党誓词……这是在大别
山干部学院学习的必修课。大别山
干部学院是河南省深挖“红色富
矿”、讲好红色故事的一个生动缩
影。其深入挖掘大别山红色精神内
涵，开发出现场教学、访谈式教学、
体验式教学、红色故事会等10余种
教学培训形式，构建了以理想信念
为核心的教学体系。

在河南省桐柏县，依托三军会师
纪念地建立的桐柏革命纪念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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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了成立中原局、桐柏军区等
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桐柏30年血
与火的革命斗争历程以及桐柏英雄
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目前纪念馆
已成为桐柏红色文化的展示地、重
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桐柏英
雄》电视连续剧拍摄基地。其实，像
大别山干部学院、桐柏纪念馆等生
动弘扬红色文化的典型案例在河南
省还有不少，它们与教育互动、与科
技联姻、与创意嫁接、与旅游相融的
创新性传播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人。

为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上海创新展示
传播方式，让革命故事深入人心。比
如，依托线上音频媒体推出“全市革
命文物线上讲解大赛”，并制作发布

“上海革命文物故事”专辑，收录中
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一级文物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游击队歌》手稿，龙华烈士纪念馆
馆藏一级文物俞秀松日记等珍贵革
命文物与史料。各馆选派优秀讲解
员，深度挖掘文物内在价值，揭秘文
物背后的感人故事，用优美的声音
将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娓娓道
来。而移动端音频的便捷性和伴随
性，也使得听众可以随时随地品读
革命故事，“声入人心”地学习党史。

为了更好地推介红色文化地标，
上海早在2018年就推出了《上海红
色文化地图》，成为市民游客按图索
骥寻踪上海红色文化脉络的好帮
手。眼下，新版地图正在加紧编制
中。据了解，新地图将在原地图基础
之上进行补充调整，增加新建红色
场馆和新发现的革命旧址、遗址，进
一步凸显上海红色文化底色。除了
纸质版，新地图将同步推出电子版，
市民游客既可随身携带查阅，又可
通过扫码进行浏览，为开展红色探
访之旅提供指南。（本版编辑综合）

全国各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把
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的指示精神，对革命文物做好常态
化的保护和宣传工作。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
土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据统计，
该省 87 个县（市、区）被列入全国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井冈山八角楼、瑞金沙洲坝红井等
红色遗址，“勇敢坚决的工农当红
军去”“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等
红色标语，华屋村的“十七棵松”、
南昌起义的红十字马灯、红军夜渡
于都河的搭桥门板等革命文物，讲
述着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见证着
革命历史，承载着初心使命，是传
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宝贵
财富。

“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注重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实施
一批革命文物保护项目，加强常态
管理，确保革命文物的历史真实性、
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江西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施小琳介绍，
近年来，江西大力实施保护利用工
程，特别是实施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程，促进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与推动发展、惠及民
生、文明创建等相结合，有效提升了
革命文物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做好革命文物工作，是陕西的
光荣使命。”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王晓说。目前，陕西已形成以延
安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旧址群、以汉
中为中心的陕南片区川陕革命根据
地、以西安和铜川为中心的关中革
命旧址群的分布格局。近年来，陕西
不断推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新
闻纪念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
馆的改陈布展以及延安文艺纪念
馆、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等新建纪
念馆的陈列布展，打造革命文物展
陈精品工程，5 年来累计办展 900
多个。

同时，王晓建议进一步推动建立
完善省际合作共建机制，协同推进
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和展示利
用；进一步建立完善革命文物工作
法律法规，为工作创新发展提供相
适应、可持续的法治保障。

“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
雄躯。”湖南作为伟人故里、将帅之
乡、红色热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革命的重要策源地，红色资源十分

丰富。
“我们通过抓实三大环节，持续

提升革命文物普查认定和整体保护
水平。”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宏森介绍，一是抓实基础工作，统
筹推进革命文物资源普查与研究、
申报、认定等工作，湖南现有不可移
动革命文物1700余处，其中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59处；国有可移动
革命文物藏品8万余件（套），革命博
物馆纪念馆70家，全国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28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29处、省级以上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158处；二是抓实建设维护，
完成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红色基
因库建设试点和“半条被子的温暖”
专题陈列馆、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
陈列室等的提质升级，集中修缮长
征文化沿线、武陵山片区革命旧址
群、革命名人故居群，完成革命文物
保护项目507个，有效保护率达70%
以上；三是抓实制度保障。完善革命
历史类博物馆纪念馆改陈布展的政
策支持和管理机制，开展潇湘红色
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进一
步强化了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的刚性
约束。

编者按：

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是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记忆。从南湖红船、延安窑洞，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从珍藏在博物馆的一根扁担、一双草鞋，到承载着军民鱼水情的半条棉被、一块门板……革命文物

背后的光辉历史、艰辛历程，讲述着革命先辈坚如磐石的信仰信念，映照着共产党人历久弥新的初心使命，涤荡着人们的

精神世界。革命文物在国家文物资源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继承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

保护革命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革命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细致且浩大的工程，需要旷日持久的不懈努力。如何保

护利用好这些革命文物，考验着地方管理者的智慧。通过对革命文物的更好保护和利用，可以让广大群众更加接近波澜

壮阔的革命历史，感受到革命先烈的伟大爱国情怀和崇高个人品格，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保护运用常态化

创新传播有温度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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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在100年的峥
嵘岁月中，党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革命
文物，在这些文物中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
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承载着催人奋进的
红色传统和红色基因。保护好、利用好革命
文物和红色遗址，对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展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
习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红色基因代代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珍视革命历史，大力弘扬
革命文化，统筹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
作，各部门各地区加强协作、积极作为。进
入新时代，革命文物焕发新生机，成为传承
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促进老区发展的活力源泉。

目前，革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这
些年，我国革命文物工作基础不断夯实，革
命文物保护局面日益向好。

顶层设计不断强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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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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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
时代革命文物工作提供政策指引；国家文
物局革命文物司获批成立，革命文物保护
管理机构建设取得新突破，进一步夯实工
作基础。

部门协同持续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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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委联合印发《“十三五”时期文化旅
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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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基石日益筑牢——全国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3.6万多处、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
超过100万件/套，全国革命文物资源家底
基本摸清，革命圣地、红色地标日渐成为红
色基因传承的“金名片”。

整体保护全面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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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川
陕、鄂豫皖、东北抗日联军片区建立省际协
作机制，整体谋划、协同推进；延安革命文
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启动创建，连
片保护、整体展示的革命文物工作新态势
正在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