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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首激昂的红歌饱含深情，一幅幅珍贵的图片再
现历史，一堂堂生动的党课叩问初心……3月14日，在明
媚的春光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处处涌动着生机和活力。

2022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
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
地，教导全党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
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
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时隔两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依然循着总书记
的足迹，走进杨家岭革命旧址，寻找初心，感悟真理力量。

精神穿越时空，催人奋进。聆听杨家岭的故事、党的
七大的故事，人们无不被触动、被激励、被鼓舞，大家信心
勃发，自觉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做历史与现实的纽带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工作了18年，杨家岭的故

事讲过多少次，讲解员刘婷已记不清了。她记得越来越
清楚的，是一个个数字。

“党的七大共有多少位代表参会？”“杨家岭共修缮了
多少孔窑洞？”“毛主席在这里写出了多少篇著作？”这些
问题，刘婷对答如流。

“做好这份工作，需要情怀，需要坚守，更需要孜孜不
倦地研究。”刘婷说。

讲好党史故事，做历史与现实的纽带，刘婷积极作
为，挺膺担当。工作之余，她常常一个人走进中央大礼
堂，对着墙上“同心同德”四个大字陷入沉思。如何将这
段历史更好地讲给游客听，以党史故事凝心铸魂？刘婷
一直在思考。

“身为讲解员，我们要不断研究党史，深挖旧址里蕴
藏的故事，形成自己的课题。只有自己充分理解了、明白
了，才能生动准确地讲给游客，启发游客。”刘婷说。

时光荏苒。如今，刘婷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一级
讲解员了。除了承担重要接待任务外，培养“红领巾讲解
员”的重任也落在了她的肩膀上。

近年来，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先后与延安市20多
所学校开展合作，累计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 24
期，培训小学生 3000多人，让孩子们从小学党史、讲党
史，培育他们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

3月 16日，星期六。杨家岭革命旧址内，随处可见
“红领巾讲解员”的身影。

“1945年，中共七大就是在这座礼堂顺利召开……”
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六年级学生陈施好端正地站在大礼
堂中央。根据讲解内容，她不时地抬起右手，指向礼堂两
侧。清脆的声音，端庄的仪态，生动的讲解，令在场的游
客拍手叫好。

“中共中央办公厅”前，胸前佩戴红领巾的五年级学
生任春霖，通过自己稚嫩的歌声，把游客的思绪带到延安
文艺座谈会。“小伙子真棒！”“讲得好！”围观的游客发出
阵阵掌声。

在“毛泽东种过的菜地”旁，六年级学生延佳萌迎着春
光，绘声绘色地讲解着，和游客一起追忆艰苦的革命岁月。

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在课余
时间，背讲词、看红色故事，并反复演练，直到能够落落大
方地站在各地游客面前。

任春霖说：“当‘红领巾讲解员’，是我学习革命历史、
感悟延安精神的过程，我觉得很有意义。”

“游客的掌声，总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也激励我要好
好学习，传承红色基因，更好地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延佳萌说。

此时，正在学习如何做好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六
年级学生冯好男，听着同学们流利的讲解，也不断地给自
己鼓劲：“作为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的学生，在杨家岭革
命旧址旁读书学习，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
在艰苦条件下，不畏困难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伟大
与艰辛。我要再加把劲，背好讲解词、做好讲解员，把这
些感人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
每段讲词的背后都是一段深沉的历史，对于稚嫩的

“红领巾讲解员”来说，是懵懂时期的启蒙；对于年长的游
客来说，则是永远难以忘怀的家国记忆。

3月14日，杨家岭革命旧址的参观者摩肩接踵，其中
一位老人身着一袭旧军装，军姿笔挺，吸引着众人的目
光。这是来自山西省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退休职工
王新海。他身上穿的，是退伍前的旧军装。

20世纪 70年代末，王新海参军入伍，军旅生涯培养
了他对革命先辈、革命历史深厚真挚的情怀。“退休后我
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全国各地的革命旧址走一走、看一
看。我第一站就来到了延安。我要把这里的革命故事带
回去，讲给我的后代听，让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走进杨家岭革命旧址，看着窑洞里的老照片，看到革
命先辈工作、生活的场景，王新海心情激动，一代人的共
同记忆浮现在他的眼前。“虽然是第一次来延安，但是我
一点也不觉得陌生。瞻仰完杨家岭革命旧址，我还要去
宝塔山、南泥湾看一看。”王新海说。

革命旧址历经岁月磨洗，但红色历史永不褪色。一
段段鲜活生动的党史故事，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代代传
承，散发着光彩夺目的魅力。

如今，每逢开学季，一群群大学生、一批批中小学生，
怀着庄严的心情，走进杨家岭革命旧址，完成自己的“开
学第一课”。

3月 14日，延安市宝塔区杜甫川小学的学生们走进
杨家岭，聚精会神地聆听讲解员乔有存的讲解。

“参观杨家岭革命旧址，革命先辈的故事让我感动，
很受教育。我要向他们学习，热爱祖国，学好本领，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杜甫川小学四年级学生李林洁说。

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红色资源是
培育时代新人的生动教材。

如何将杨家岭打造成更好的红色育人资源平台、红
色育人实践基地？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侯振龙使
命在肩，探索不息。为此，他们不断深化“校馆”合作，深
化“大思政课”建设，用红色资源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让
延安精神代代相传。

为了让红色资源“活”起来，当前，杨家岭革命旧址与
陕西科技大学联手，探索数字孪生技术在旧址保护开发
中的运用。

“这项技术可以将文物的影像、声音、文字等信息进
行数字化呈现及存储，从而更加方便地对文物进行展示、
研究和保护。”侯振龙说，技术“落地”以后，宝贵的红色资
源将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党婕睿曾在杨家岭工作多
年，分别于 2015年 2月、2022年 10月两次为习近平总书
记讲解杨家岭革命旧址的故事。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时我为
总书记介绍了当年陕北人民在民歌《白马调》基础上创作
和传唱歌曲《东方红》的过程，并现场演唱……”3月 14
日，党婕睿回顾了这段难忘的经历，她至今仍沉浸在幸福
与兴奋之中。

“杨家岭的故事就是百年党史中的延安故事。讲好
党史故事，非常重要且十分必要。作为文博人，我们要将
红色资源禀赋转化当作长期课题，不断进行探索。”党婕
睿说。

如今，党婕睿成为了一名革命旧址的管理者，管理着
“为人民服务讲话台”旧址、中央社会部旧址、七大早期礼
堂、西北公学旧址等革命旧址。为了用好这些红色资源，
她多次带领讲解员们“走出去”，先后在新疆、内蒙古、宁
夏等地，宣讲延安故事，并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平台，让
延安精神影响更多人。

革命旧址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是中国共
产党不忘初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断提升文物保
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抢抓创建革命文物国
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重大机遇，将革命文物与教育培
训融合、与文化旅游融合、与乡村振兴融合、与城市建设
融合、与社会事业发展融合、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融合，
让革命文物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得到
有效呈现，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党性教育、文化旅游、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方面进行有机融合。”延安革命
纪念地管理局局长马东坡说。

让百年党史根植群众心间
3月 15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员王宁参观完杨家

岭革命旧址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写下“合是再来人，山
川格外亲。行藏欢与古，学习乐同春。为有初心在，更坚
主义真。芳林争勃发，教我自新新”。

“2007年，我来过延安，也到过杨家岭，对党的七大
的认识是浮光掠影式的，不是那么深刻。这次学习，我系
统了解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辉煌历程，深刻感受信
仰的力量、理论的力量和榜样的力量。那段历史情节也
串起来了，脉络更加清晰，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王宁
说，杨家岭革命旧址有血有肉的故事很多，现场聆听七大

会址这座“丰碑”的故事，让他真切感受到“团结”是怎样
的一种团结，“胜利”为什么会胜利。

“通过参观学习，我了解了延安时期的艰苦环境，感
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
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震
撼。这次学习，既是灵魂的拷问，也是理论的探源，更是
对现实的观照。”王宁说，“沿着伟人的足迹，怀着深厚的
感情追根溯源，我弄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学习党的七大精神，就要
明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启示意义。新时代新征程，继
往开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每名党员最大的政治责任。我们
要传承弘扬延安精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断坚定理想信念，不断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王宁认为，来到延安的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有责任、有
义务“结合现实讲好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大力弘扬伟大的延安精神。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研室副主任、教
授薛琳深耕党史领域多年。当前，他正紧锣密鼓地编写中
国延安干部学院《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系列书籍“杨家岭篇”。如何结合现实讲好杨家岭的故事、
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薛琳的思考深入、细致、系统。

“要深挖党史资源，把理论研究做深，把史料研究做
实。陕西是党史资源的宝库，延安是宝库中的宝库。陕
西党史研究工作者任重道远，我们要以高质量的党史研
究成果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薛琳说。

薛琳表示，要“讲好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
故事”，在干部中要着力抓好青年干部和“关键少数”的教
育培训，在群众中要抓好青少年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
宣传教育。理论界要进一步研究好、阐释好杨家岭的故
事、党的七大的故事，文艺界要以高质量的文艺供给提供
高质量的精神宣传。

“我们要创新形式‘讲活’故事，要建立科学机制培养
党史研究宣讲的骨干，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要在培训
课堂上、新媒体平台上，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
讲好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展现中国特
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薛琳说。

牢记殷殷嘱托，不负切切期望。
“我们不断加强与社区、群众的

沟通联络，把党史课堂搬到群众家
门口，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延伸党史

‘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让百年党
史根植群众心间，让延安精神放射
出新的时代光芒。”延安市委党史研
究室副主任胡建满说。

党的七大会址：讲好杨家岭的故事

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
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要管理好、研究好，结
合现实讲好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 ——习近平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来陕西考察，深入基层一线，走进人民群众中间，访
实情、听民声、问冷暖、看变化、谋发展，充分体现了
总书记对陕西发展的深情牵挂、对陕西人民的关怀
厚爱，为做好新时代陕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
明了前进方向。为进一步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陕
西的殷切期望和对三秦儿女的深情关怀，从今天起
推出“温暖的回响”系列报道，集中展示三秦儿女牢
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陕西新
篇章的奋斗历程和生动实践。今天，我们以省市县
（区）三级媒体联动的形式，推出“温暖的回响”首篇
报道《党的七大会址：讲好杨家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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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日报记者 魏伟 王婕妤 王姿颐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彦

宝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郝波

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 侯振龙
为了“讲好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故

事”，我们不断提高宣传教育与展览展示水平，推出
了“讲好党的七大故事，助力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
系列活动，开发了专题展、线上展、流动展、专家讲
展、主题宣讲和文创产品，构建党的七大精神全链条
融合传播体系，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党的七
大的故事。 （陕西日报记者 王婕妤 整理）

我的心里话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延安
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延安、杨家岭、党
的七大……一个个光辉的名词，在这本书中闪耀。

殷殷嘱托牢记心田，谆谆教诲激励奋进。
“我要把延安的故事、杨家岭的故事带回去，好好讲

给孩子们听。”穿着褪色的旧军装，山西游客王新海看着
窑洞中的旧物件、老照片，泪水盈眶。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名录”碑石上，700
多个名字密密匝匝。“每一个名字，都有矢志不渝的信仰
和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越研究，讲解员刘婷越不敢有
丝毫懈怠，越觉得重任在肩。

一个个“红领巾讲解员”通过大方自信讲解，在这本

“大书”中完成红色历史的启蒙，种下爱党爱国爱人民的
种子。“我们要发扬延安精神，努力传承红色基因……”成
为孩子们的共同心声。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员王宁怀着朝圣之心，用延安
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在延安不断深入地学习，让我
更加坚定做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信仰者
和践行者。”

“我们要以高质量的党史研究成果，践行好习近平总书
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延安干部学
院教授薛琳再三强调，要深挖党史资源，做深理论研究。

在延安，在杨家岭，无数人在用心用情用力读好这本
“永远读不完的书”，在学习传承弘扬伟大的延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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