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延
安
革
命
纪
念
馆
序
厅
（
四
月
十
六
日
摄
）
。

陕
西
日
报
记
者

王
姿
颐

摄

4
责任编辑/程浩楠 组版/景小燕 校对/肖怡甜

陕西日报记者 侯燕妮 赵杨博 王姿颐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星棋

宝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思男

我的心里话

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 刘妮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发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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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好延安精神，激发广大干部

群众的精神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陕西日报记者 王姿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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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红色历史“说话”
侯燕妮 赵杨博 王姿颐

温 暖 的 回 响温 暖 的 回 响
2024年5月10日 星期五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
延安是永不熄灭的灯塔，指引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义

无反顾地奔赴。
2022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新一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

“回延安”，深意何在？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见证

了党中央在这里战斗和生活的13个春秋，具象化了伟大
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并提醒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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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事业锻造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征程。
延安革命纪念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讲
好文物故事、赓续红色血脉，让每一位“回延安”的人，都
能在此接受精神和思想的洗礼，从延安精神中追寻初心、
校准方向，汲取前行的动力。

一座红色基因库

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序厅，首先看到的是一组青铜
人物群雕。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就此缓缓展开。

“我们的展厅由 7个部分组成，按照时间顺序排布。
总书记依次参观了‘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模
范试验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精神永放光
芒’等展览内容。”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白婷说，当时，
总书记边走边看，不时停下来和她交流。每次回想起这
段经历，她都感到心潮澎湃。

身着民兵服，一头短发，白婷举手投足间尽显飒爽英
姿。“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我要加强学习，深入挖掘文物
背后的故事，全力架起文物与观众之间的桥梁，诠释好延
安精神。”她说。

一座纪念馆，就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一座红色基
因库。

延安革命纪念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最早
建成的革命纪念馆之一，拥有馆藏文物3.6万件（套）、历
史照片1万余张、图书3万余册，以及调查访问资料百余
卷。每一件历史文物，都讲述着壮阔动人的英雄事迹、承
载着历久弥新的革命精神。

如何把这些红色资源转化为生动的教材？
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红曼是《伟大历程——中

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陈列》的方案撰写人之一。
“2021年，为了迎接建党一百周年，我们重新设计馆内展
陈内容，在参观路线、陈列方式、展出内容上精心谋划，探
索创新。展览于当年 6月正式向公众开放，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认可。”刘红曼说。
该展览共展出珍贵文物2021件（组）、照片900余张，

以及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大生产、转战陕北等艺术品
场景29项。

刘红曼和同事不断开展“头脑风暴”，希望打造更多
精品展陈，更好传播红色文化。“目前，我们正在推荐《延
安十三年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
共产党》等原创展陈方案，计划今年陆续推出。”她说。

从事文博工作33年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一
直苦苦追寻文物，不断建强红色基因库。

冼星海的指挥棒、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刘妮将
这些视若珍宝。“用好红色资源，让红色历史鲜活起来，将
红色基因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对于持续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
义。”刘妮介绍，仅 2023年以来，就有上千件文物回到延
安革命纪念馆。

在她眼中，这是终身使命和责任。

一本立体教科书

“在这张小炕桌上，毛泽东同志曾绘制红军东征抗日
的蓝图，也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名篇——《沁园春·雪》。如
果你了解了这首词创作的背景、当时我党面临的困境，你
一定会被一代伟人毛泽东不惧艰险的气魄震撼，为中国
革命的伟大转折而振奋。”白婷动情地讲着，观众深深地
沉浸在故事中。

巍巍宝塔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
利的光辉历史；滚滚延河水，映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1935年到1948年，13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
在这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低谷走向高峰，最终扭转
乾坤。

在火热的革命岁月里，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
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
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时光荏苒，延安精神何以永放光芒？
一张黑白照片上，几名身形清瘦的青年列队前行。

这是张思德所在的中央警备团战士行走在背柴路上。
1944年 9月，一名叫张思德的普通战士牺牲。毛泽东同
志在追悼会上发表的演讲《为人民服务》，成为家喻户晓
的“老三篇”之一。时至今日，这篇演讲仍然是广为传诵
的经典佳作，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

一组雕塑作品展现了两人边走边交谈的画面。它呈
现的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和民主人
士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中展开了一场探讨。面对“历史
周期率之问”，毛泽东同志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
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作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
神之一，延安精神培育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筑牢理想信
念的根基，守住为民服务的初心，铸成艰苦奋斗的作风，
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郝琦说。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就是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对未来
最好的把握，就是不断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在迈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回延安”，
既是对历史的纪念，更是一次灵魂洗礼、思想淬炼、作风
检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让我们踏上新
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责任无比重大，使
命无上光荣。

“总书记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发表讲话时指出，全党同

志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
地。”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杨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王卫玲说，感于心，更要践于行，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
员，要当好“火车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让乡亲们过上
好日子。

“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作
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
精神，提高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
发展制高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争取在重要科技领域成
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为科技强国
建设贡献力量。”前来参观的西安数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涛说。

一条永续传承路

4月16日，驻足在小青马展柜旁，刘妮告诉记者：“小
青马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出行的交通工具，也是他
的重要‘战友’。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青马标本出现断裂、
掉毛等问题。我们向国家申报了纪念馆文物库房的整体
性预防性保护措施，包括小青马的单体预防性保护。未
来，我们将为小青马打造适宜保存的微环境。”

革命文物要传承保护好，更要活化利用好。
延安革命纪念馆探索借助科技手段，全面启动馆藏

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预防性保护。馆内不久将上线2个
AR导视系统。观众戴上智能眼镜，对准文物扫码，就能
让文物的讲解画面跃然眼前。

然而，在刘妮看来，技术是手段，服务于内容，对文物
的挖掘、研究和阐释才是灵魂。

“来自各地的游客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延安，如果他
们听了一遍讲解后毫无印象，也没有共鸣，说明我们没有
做好工作、没有守好阵地。”刘妮的话铿锵有力，“我们要
增强文化自信，建立史料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把
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得更精彩。”

今年3月，延安革命纪念馆—西北大学国家革命文物
协同研究中心获批。“中心将围绕延安革命文物，努力建设
延安精神阐释弘扬高地、校地协同育人创新示范平台、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技术中心和高端智库。”刘红曼介绍。

立足新时代，如何增强延安精神的影响力、传播力？
“总书记勉励大家弘扬革命精神，讲好党的故事。我

们正积极走出去，走进校园，通过思政课让延安精神辐射
得更广。”刘妮说。

有一堂课让刘妮印象深刻。在北京一所大学授课
时，刚开始有部分学生低头玩手机。她从讲台上走到学
生中间，以文物为小切口，启发式、互动式授课，用鲜活的
故事动情地讲述80年前的青年如何为时代发声、为革命
奉献。

“学生被我吸引了，瞪大眼睛抬头听讲，在互动环节
争先恐后跟我对话。”刘妮说，“我就在想，学生真正需要
的是能够走进他们心灵深处的思政课。照本宣科，枯燥
乏味，永远解决不了我们要塑造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青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
栽培。郝琦说：“延安大学坚持立德树人，成立圣地青马
宣讲团。宣讲团理论联系实际，讲述延安故事，引导广大
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
相传。”

革命传统教育，更要从娃娃抓起。
4月21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来自延安职业技术学

院附属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路逸恒，用稚气的童声为
观众讲解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

“爷爷奶奶得知我当讲解员，一定要让我把革命的艰
苦岁月讲给大家听。我常常在想，干革命吃树皮、啃皮
带，到底是怎么撑下来的。”路逸恒常听长辈讲革命故事，
小小的他知道如今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格外珍惜校园生
活，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大队辅导员冯晶说：“自
1992年起，学校已累计培养上万名‘红领巾讲解员’。他
们利用课余时间活跃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等众多红色展
馆，是向社会各界宣讲延安精神的重要力量。宣讲活动
也有利于把信仰的种子植根到
学生心中，激发少年儿童的爱
国之情、报国之志。”

“我从小生活在延安，就像
一株小草，扎根在这片红色土
壤。有什么可以回报大地的
呢？答案就是将延安故事讲给
更多人听，让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路逸恒动情地说着，清澈
的眼里闪着光，胸前的红领巾
随风飘动……

延安革命纪念馆：生动讲述红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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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

延安精神哺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
共产党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和
强大精神动力。

今天，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红色展
馆与革命文物深度对话，回眸峥嵘岁月，感悟延安精神，
坚定初心使命。一件件革命文物，就是一本本永远读不
完的书，需要反复品读，细细琢磨，温故知新。

那么，如何用好用活红色资源，讲好革命故事？在采
访中，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多次表达做好延安革命
文物资源挖掘、研究、阐释的重要性。延安革命纪念馆的
有效实践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今年正值《黄河大
合唱》首演85周年。刘妮从文物出发，现场讲述了《黄河
大合唱》背后的故事。刘妮回忆，有一位香港女作家听完
讲解，非常感动。女作家说：“我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情
感就是对祖国的热爱。”正是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才

能激发如此强烈的情感共鸣。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
文物故事，生动而有力地告诉人们，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
命运、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探索革命文物的创新传播路径。延安革命纪念馆全
面启动馆藏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运用新技
术、新手段，为参观者提供更优体验，引导他们与展品深度
互动。同时，延安革命纪念馆积极把革命文物融入思政
课，打造“馆长上思政课”等特色品牌，收获了好评。此外，
延安革命纪念馆与西北大学等高校合作，综合运用多种研
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携手推动革命文物研究走深走实。

讲好红色故事，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创新理念，优化
路径，对革命文物进行全景式、立体式、延伸式展示宣传，
持续拓展人们感知红色文化的渠道和深度。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
文物，让革命故事打动人、鼓舞人，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
淬炼灵魂，激发前行的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