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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 革命文物“活”起来

编辑：任维佳

2021年6月30日

◎ 多措并举，提升革
命文物保护水平

镌刻着红色基因的革命文
物，是江西最珍视的历史遗产和
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江西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先后出台
《关于加强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
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的
实施意见》《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工程（2018-2022年）实施方
案》《关于推进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与开发利用工作的意见》《关于进
一步加强革命旧址和纪念设施管
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赣州市
革命遗址保护条例》《吉安市红色
文化遗存保护条例》相继颁布，全
力推进《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条
例》立法，为做好新时代革命文物
工作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同时，建立革命文物保护工作联
席会议机制，构建宣传、党史、发
改、财政、文旅等部门协同联动、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凝聚革命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
力。在资源普查、整体保护、重点
保护、动态保护等多措并举下，一
大批革命文物保护级别得到提

升，保护管理状况显著改善。
强有力的保护举措为革命文

物和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
丁新权介绍，早在2019年，江西
省文化和旅游厅就设立了革命文
物处。近年来，江西创新革命文物
保护模式，推进红色基因传承，革
命文物工作在全国位列第一方
阵，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旧址
整体保护经验成为全国示范，红
色标语保护利用成为全国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新样板，革命文物展
示传播亮点纷呈，红色主题社教
活动有声有色，红色旅游领跑全
国，“十三五”期间，江西红色旅游
接待总人数和总收入约占全省旅
游总量的25%。

◎ 活化利用，推动红
色基因传承走深走实

江西这片革命老区，是如何
走好革命文物活化利用这条路
的？“2016年初，因脱贫攻坚走村
入户，我发现大量红色标语，有的
集中在宗族祠堂，有的保存在村
民家中。为挖掘保护这些珍贵的

红色财富，我们在全省率先启动
试点工作，聘请党史、军史、地方
史专业人员组成普查组，深入各
村开展调查、考证、鉴定等工作，
对红色标语逐条建立台账，并采
取摄影、摄像等数字化手段收集
记录，高标准完成抢救性保护工
作。目前，全县普查登记红色标语
4000多条。”乐安县委书记彭银
贵表示，乐安把红军标语作为苏
区红军留下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
产，通过做好“保护、利用、活化”
三篇文章，成功入选全国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

“胜利在前，乐安终究是我们
的。”在乐安，不少游客在一条条
醒目且生动的革命标语前驻足良
久。“我也没想到自己会热泪盈
眶，就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让我们从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
革命前辈的精神和信仰。”前来游
览的青年编剧朱思溢说。

为了切实让红色标语“活”起
来，“走”进百姓心坎里。乐安把落
脚点放在打造一批有看头、吸引
人、特色鲜明的红色景区和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上。如今，行走在乐安，
游客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登仙桥大
捷、大湖坪整编、芙蓉山“五女跳
崖”等革命历史事件及革命斗争

留下的大量红色标语，其数量之
多、时间跨度之长、反映内容之全、
种类形式之丰富全国罕见。一条条
保存完好的标语成为特色鲜明的
红色旅游资源，带动一批红色景点

“破茧成蝶”，成为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革命故事的生动教材。

◎ 文旅融合，革命文
物用起来、“活”起来

乐安的发展，只是江西把革
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的
一个缩影。在文旅融合的春风中，
革命文物通过科学保护和利用，
愈发成为助推江西文化和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内核。

在革命老区赣州，革命文物
已然成为旅游产业最亮丽的风景
线。赣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
福洲表示，赣州将革命文物与红
色旅游相结合，依托丰富的红色
文化旅游资源，加强红色精品景
区建设，完善红色旅游产品体系；
与教育培训相结合，利用革命遗
址大力发展红色文化研学培训。
赣州341个革命旧居旧址被开辟
为红色旅游景点，其中包括国家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5个，位居

全国设区市前列。赣州市出台了
《关于支持红色教育培训事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策划了“百趟专
列进苏区”“红色初心号研学专
列”等活动；与红色文艺创作相结
合，根据真实革命历史故事，编排
赣南采茶戏《快乐标兵》《八子参
军》《永远的歌谣》《一个人的长
征》等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艺术
精品，获得了众多国家级奖项以
及群众的广泛好评。

同样喜人的做法在江西百花
齐放又各具特色。“‘红色’是吉安
旅游产业中最亮的底色。”吉安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大胜表示，吉
安充分发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永新三湾改编纪念馆、东固革命
根据地博物馆等革命纪念场馆的
红色阵地作用，每年接待红色旅
游、研学、培训等人员约300万人
次；推动井冈山茨坪毛泽东旧居
等革命旧址实行免费开放，使之
与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革命博
物馆、南山公园等形成环挹翠湖
的红色教育阵地；此外，在修缮
好、具备开放条件的革命旧址内
设立图书室、非遗陈列室、文化活
动室、农家书屋等，让革命文物用
起来、“活”起来。

（《中国文化报》王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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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纪念馆承载着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是激发人们爱
国热情、发挥资政育人作用的
生动教材。纪念馆必须深挖精
神内涵、创新展陈形式，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把红色文化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转变姿态，塑造亲和形象。
纪念馆要尝试用亲切的话语、
新颖的方式去搭建与公众沟通
互动的平台，塑造更加有亲和
力的形象，挖掘能引起共鸣的
故事，让纪念馆多一些温情，增
添一份吸引力。近年来，南昌八
一起义纪念馆尝试以契合当代

人互动交流的语境，讲述红色
故事，让纪念馆更有温度。

借助科技，增强互动体验。
纪念馆展陈及其文化产品开发
应注重互动性、体验性，将沉浸
式体验、动漫游戏等元素融入
其中。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尝
试用多媒体场景、360度全息投
影、多点触摸屏技术等手段，增
强展览的表现力，拉近游客与
历史的距离。比如，多媒体场景

“攻打敌军总指挥部”将动态人
物、烟雾等特效投射到静态场
景中，让人们真切体验到战斗
的紧张激烈，获得逼真震撼的

效果，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场景
之一。大型多媒体墙采用先进
的多点触摸融合技术，游客可
以自主查询、浏览内容，在参与
互动中了解历史、增长知识，起
到良好的效果。

紧跟时代，关注社会热点。
纪念馆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
服务的公益机构，要将观察视
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去年
推出的微电影《八一守护人》，
将镜头对准馆内文物保管员、
资料研究员等的点滴日常，受
到好评。这些探索可以增强纪

念馆的魅力，使纪念馆的形象
更加立体、亲近，吸引更多人走
进馆内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当下，越来越多青少年走
进红色场馆，了解红色文化。红
色纪念馆要创新发展理念，彰
显时代性、体现参与性、突出体
验性，真正让纪念馆“新起来”

“活起来”“火起来”。

让红色纪念馆更有温度
王小玲

一把粉丝、一撮千张、八九片薄
豆干，切成细丝的娃娃菜和白萝卜，
加上十来个圆溜溜的绿豆丸子，瓷碗
里满满当当、色泽清爽。舀一勺慢火
熬好的高汤往碗里一浇，热气和香气
同时升腾而起、扑面而来。那小巧的
绿豆丸子在热汤中一点一点长大，仿
佛在吸收汤汁的美味。厨师手握菜刀

“噔噔噔”切碎一把葱花、一把芫荽，
动作麻利地往汤碗里一撒，抬起头拖
长了声音高喊：“绿豆丸子汤一碗，不
加辣，好嘞……”

在我的家乡，每到夏季，街头巷
尾的小吃店、小食摊便开始出售绿豆
丸子汤了。炎炎夏日，鱼肉荤腥吃不
下去，绿豆丸子汤便成为人们的首
选。这汤营养搭配合理，味道清爽可
口，卖相好看，物美价廉，还能消暑解
腻，因而深受家乡人喜爱。

想要把绿豆丸子汤煮得好吃，有
两个关键要素：一是绿豆丸子，二是
汤。我家乡的人们制做绿豆丸子，是
用绿豆粉掺上面粉、虾皮、萝卜丝、绿
豆芽、碎木耳，加水和匀，团成一个个
桂圆大小的丸子，然后用豆油或花生
油炸熟，晾干、保存好，随吃随拿。汤，
则是用鸡架或猪大骨慢熬出来的高
汤，味道鲜美。绿豆丸子吸收了汤汁
的清、醇、细、润，香气四溢而不油腻。

记得小时候，庭院中的栀子花一
开，妈妈就要和奶奶一起制作绿豆丸
子了。她们一个磨豆粉，一个切豆芽、
萝卜拌料。面团和好后，妈妈把铁锅
洗干净、沥干，倒上豆油，起火热油。
奶奶在案板上团丸子，她眼明手快，
动作利索，不一会儿就团好十几个，
整整齐齐地排在长盘子里。妈妈和奶
奶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炸锅声伴着
说笑声盈满厨房。

又是一年栀子花开的季节，我从
妈妈那里学到了炸绿豆丸子的手艺，
慢熬大骨汤，泡发细粉丝，将千张丝、
白菜丝焯水，和绿豆丸子一起用大骨
汤烫熟。盛起一碗，汤汁清澈、粉丝洁
白、葱花青翠、绿豆丸子金黄，真是养
眼。滴上几滴凉醋，吃一口丸子，喝一
口汤，咸香鲜美的滋味儿在舌尖上绽
开，温馨甜美的回忆也在脑海中浮现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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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历史的瞬间
——沈阳举办系列展览让
观众“触摸”历史

新华社沈阳6月 27日电（记
者 于也童）40余件珍贵档案资料
在沈阳首次展出还原关键历史细
节，经典电影海报、老式放映机还
原激情燃烧的岁月……沈阳近日
举办多项展览活动，以丰富、立体
展览形式引观众“重回”历史现场、

“触摸”历史瞬间。
一场名为“百年历程 兰台印

记”的档案史料展25日在沈阳市
档案馆开幕。沈阳市档案馆在数百
份珍藏的档案资料中，筛选出40
余件珍贵档案资料，以原始资料、
原始面貌的方式展现历史细节，40
余件珍贵档案资料均为首次面世。
其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抗
日将领黄显声下达发放枪支弹药
指令的档案、《沈阳市第一个五年
计划限额以上重点工程前三年计
划执行情况及对提前完成的意见》
《东北机器制造厂尉凤英同志事迹
材料》等档案，对还原当时的时代
背景，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沈阳市档案馆还从馆藏中细
致搜索，在3000余张相关图片中，
筛选出300余幅珍贵图片进行展
出，让观众感受祖国伟大发展成就
来之不易。

影视作品也是引导人们“重回”
历史情境的向导。《铁道游击队》《青
春之歌》《烈火中永生》《焦裕
禄》……近日在沈阳市文联大厦，一
张张经典电影海报呈现在参观者面
前，带人重温激情燃烧的年代。

这是由沈阳市文联主办，沈阳
市电影电视家协会承办的“永远跟
党走——红色经典电影海报讲述
党史故事”活动。展览共精选了50
幅经典电影海报展示。此外，相关
老式放映机、电影胶片及众多电影
道具，也在本次展览展出，更加立
体地展现这些电影创作过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电
影海报绘制工作的秦志顺，为此次
展览提供了数十幅其父亲和自己
绘制的海报手稿。

“过去电影宣传主要靠海报。”
秦志顺说，上了年纪的人看到这些
海报会感到亲切，这些海报展现了
电影的精华。“电影用光影记录时
代瞬间，而海报则是这些瞬间的又
一次浓缩。”

沈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秘书
长郭克彬说，经典的、优秀的作品
紧扣时代脉搏，是时代的记忆。

新华社北京 6 月
28日电（记者 白瀛）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正在开展优秀影
视作品展播活动，以不
同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影
视作品，反映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性飞跃。

据广电总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展播作品包
括《理想照耀中国》《大
浪淘沙》《精神的力量》
《绝密使命》《中流击
水》《光荣与梦想》《我
们的新时代》《啊摇篮》
《温暖的味道》《美好的
日子》等电视剧、《山河
岁月》《百炼成钢：中国
共产党的100年》《敢教
日月换新天》《曙光》
《理想照耀中国》《风华
正茂百年青》等纪录
片，以及《致敬百年风
华》《闪亮的坐标》《28
岁的你》《寻声记》等综
艺节目。

此外，广电总局指
导重点网站视听平台在
首页首屏开设“建党百
年”专区或专题频道，开
设“理想照耀中国”庆祝
建党100周年电视剧展播专区、“优
秀网络文艺作品展示”专区，集中展
示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性网络文
艺作品及相关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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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也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实物史料

和遗址，革命文物数量多、种类全、等级高，犹如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文物博物馆。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共有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2960处，其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321处；可移动革命文物43650件（套），其中珍贵文物9759件（套）。江西不

断创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机制，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让革命文物在这片红土地上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