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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巍巍太行为依托的晋冀鲁豫
边区是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根据地的创建倾注着老一辈革命家的
心血，凝聚了八路军指战员和广大人
民群众百折不挠、浴血奋战、不怕困
难、团结御侮的民族精神和气节……”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以下
简称“宣教部”）的讲解员正在为观众
铿锵有力的讲述着太行精神。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坐落于山西省
武乡县太行街，是一处集宣教、展示、
收藏、研究等为一体的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是全面反映八路军抗战史实
的大型革命纪念馆，弘扬伟大太行精
神的重要文化阵地。

1988年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建成开
放，作为对外接待和宣传的重要窗口，
宣教部牢固树立了“传承红色基因 赓
续红色血脉 弘扬太行精神 激发报国
之志”的宣教理念。

抓宣传教育从讲解员开始。宣教
部精心培养了一批具备扎实的专业知
识和表达能力的讲解队伍，经过日积
月累的学习实践，纪念馆宣传教育部
根据观众的不同情况，集中编写了关
于青少年研学、党性教育、廉政教育、
主题教育、思政教育等多种解说词，讲
解方式也从“灌输式”向“互动式”转
变，实现了由原先的“千人一面”到如
今的“因人而异”“因人施讲”。她们以
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感，为
每一位观众提供生动的讲解服务。

据统计，建馆以来宣教部圆满完
成了为 300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解
的重要政务接待任务，接待了老一辈
革命家及将帅子女500多位，累计接待
观众 1800多万人次，其中讲解受众达
950 多万人次；到北京、河北等地采访
了 50多位老八路及将帅子女，征集到
100 余件珍贵革命文物，为《八路军序
列沿革》丛书的出版提供了针对性的
史料，编辑出版了《八路军纪念馆故
事》。

宣教部的讲解员们在寒暑交替中
始终坚守一线岗位，用热情和汗水诠
释着对历史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许，
成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一道靓丽的风
景。“讲解员能挖掘故事的亮点和细

节，全身心地投入讲述，感染着我们在
场的每一位观众，每天讲解那么多场
次，还能这样精神饱满，给你们点赞！”
观众留言道。

从传统到现代、从单一到多样、从
跟随到引领，宣教部逐步让太行精神
的弘扬传承形成了以阵地宣传与社教
活动相结合的体系。2023年，宣教部完
成了元旦、春节、清明节、国际博物馆
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庆节、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重要节
日、纪念日的主题社教活动13场次。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宣教部始终把加强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首要任务，
不断探索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

新渠道和切入口。宣教部实施“小小八
路讲解员”志愿服务项目，组织编写
了《“小小八路讲解员”活动手册》《八
路军人物故事》《八路军经典战斗》等
多部研学资料，开设 10余门红色研学
培训课程，累计培训学生千余名，很好
地实现了爱国主义教育与学校教育的
有效衔接，并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和
独具特色的运行模式。

“小小八路讲解员”多次为国家领
导人进行志愿讲解，累计接待游客 10
多万人次，参加了央视《开学第一课》

栏目，受到观众一致好评。
近年来，宣教部以讲解员为主体

和中坚，组建了八路军宣讲小分队，依
托本馆独特的红色资源，创新宣讲模
式，以“把党史讲鲜活”为服务重点，通
过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深情讲
述八路军和太行儿女英勇抗敌的光辉
历程。编排了《烽火家书表忠诚 薪火
传承铸军魂》《抗战女杰 巾帼英雄》

《三十而立 不忘初心》《青春心向党
奋进新时代——“太行颂”红色故事进
校园》等 10多个原创性剧本和文艺节
目。小分队带着演出和展览进乡村、进
企事业单位、进部队院校，总计展演
650 多场次，受众达上百万人次，这种
别开生面的形式，被誉为“太行山上红

色宣讲的文艺轻骑兵”。
宣教部的奉献和汗水也收获了回

响，宣教部荣获山西省妇女联合会“巾
帼文明岗”荣誉、全国妇女联合会“全
国妇联巾帼志愿示范宣讲队”等省级
以上集体荣誉15个。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新时代新
征程新使命，宣教部将对标“政治思
想好、知识储备好、讲解服务好、示
范带头好、社会影响好”的“五好讲解
员”新要求，当好太行精神的传承者、
传播者。

守 好 太 行 精 神 的 宣 传 阵 地
——记全国工人先锋号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宣传教育部

本报记者 徐秀丽

5月 1日早晨 7点 40分，还未到开馆时间，
来自长沙的陈先生便早早候在西安半坡博物馆
外，他说：“此次行程安排很满，所以游玩时间
会比较紧张，尽管半坡博物馆相对西安其他热
门博物馆距离较远，但因为它独特的文化价
值，还是希望能亲眼看看。”陈先生还告诉记
者，为了在参观时更好理解半坡文化，他前一
晚还查找了许多相关资料，“不能走马观花，要
真的有所收获才行。”

西安是千年古都、历史名城，是中华文明
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回望 6000多年前
的华夏大地，早有新石器时代的半坡人，手握

自制的生产工具在水草丰茂、游鱼成群的浐河
东岸开垦荒地、狩猎捕鱼、烧制陶器，将世代
传承的中华传奇留在这片黄土地上。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的史
前遗址，半坡遗址的考古发掘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关于半坡遗址的发现者和发现时间，最
早的记述来源于 1955年第 3期《考古通讯》刊
发、由半坡遗址发掘主持人石兴邦执笔撰写的

《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的发现——西安半坡》一
文。文中提到，西安市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
是 1952年西北文物清理队在西安第二发电厂做
古文物清理工作时所发现的。1953年10月中国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曾做了比较详细
的调查，并在遗址所在地附近和断崖上采集了
一些标本，由这些标本，初步断定这个遗址是
属于仰韶文化的遗存……1954年至1957年，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对其进行了 5次
大规模的发掘，半坡遗址保存面积约 5万平方
米，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达 1万平方米。半坡遗
址的文化遗存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均属仰韶
文化。

“我们一家四口就住附近，每个假期都
会带两个孩子来参观，半坡遗址出土的各类文
物反映了咱们半坡先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艺术

水平，每次来看都有不同的感受，对孩子来
说，也是非常好的教育熏陶机会。而且这里面
积大、环境好，有一种惬意的野趣感，能带
来特有的文化治愈效果。”西安本地人马女士笑
着说。

半坡遗址出土文物丰富、保存状况较好，
揭示了距今 6000多年前的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
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的社会组织、生产生
活、经济形态、婚姻状况、风俗习惯、文化艺
术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更好推进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
的多重价值，1958年 4月，西安半坡博物馆建

成并正式对外开放，66年来，共计接待中外游
客 3000余万人次。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
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曾前来参观，并
给予了高度评价。

“半坡”二字既代表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
址、一种史前考古学文化类型，也代表了一座
高度浓缩着中华历史文明信息的重要博物馆。
西安半坡博物馆藏各类文物 18000 余件，其中
三级以上文物 4000 多件，化石标本 300 余件，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和动物骨骼标本若干。人面
网纹彩陶盆是半坡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宝贵的
一件，属国家一级文物。2008年，北京奥运会
的吉祥物——五福娃的创意灵感就来源于它。

西安半坡博物馆主要由半坡遗址出土文物
陈列展厅、半坡遗址保护大厅和史前工场三部
分组成。“您现在看到的是一组骨针。我国目
前发现的距今最早的骨针，出土于北京周口店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遗址。（下转2版）

走进半坡，走近中华远古文明
雪晓楠 耿坤

本报讯 记者赵昀报道 近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西藏自治区国土空间
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
划》）的批复，原则同意自然资源部审查
通过的《规划》。

西藏自治区是国家重要安全屏障、
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
能源基地、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世界旅
游目的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

《规划》是西藏自治区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
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批复指出，要筑牢安全发展的空
间基础、构建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国土
空间体系、系统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格局、维护规划严肃性权威性。其中

提到，要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
区域，划定洪涝等风险控制线，落实
战略性矿产资源、历史文化保护等安
全保障空间，全面锚固高质量发展的
空间底线。要健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
产空间保护机制，强化文化遗产与自
然遗产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保
护承载西藏自治区自古以来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遗存，加强红
色文化遗产保护，保护丰富多样且独
具价值的自然景观，构建文化资源、
自然资源、景观资源整体保护的空间
体系。

批复要求做好规划实施保障。西
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责任分工，健全工作机制，完善配

套政策措施。强化对水利、交通、能源、
农业、信息、市政等基础设施以及公共
服务设施、军事设施、生态环境保护、文
物保护、林业草原等专项规划的指导约
束，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协调解
决矛盾问题，合理优化空间布局。

批复强调，《规划》实施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抓好稳定、发
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推动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
新成就，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强化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西藏国土空间规划获批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文博热”
持续升温。全国 6000多家博物馆观众
超 5000万人次、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参观人数达404万人次，陕西文博单
位接待观众 479.56 万人次、江苏备
案博物馆接待观众超 400 万人次、黑
龙江全省博物馆接待观众 103.24万人
次……多地文博单位接待观众人数创
历年同期人数新高。

人们纷纷走进博物馆、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等文博场馆，从烟雨江南到
天府之国，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
大漠敦煌到海丝合浦，各具特色的文
化遗产迎接着每一位游客，让大家感
悟厚重历史，汲取文化滋养。

精心策展 展现深厚文化底蕴

一系列不同类型、不同主题的展
览，丰富游客的假日体验，满足多样的
文化需求。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江南
文化让无数人神往。常州博物馆“书斋
觅趣——江南文人的风雅生活”、江阴
市博物馆“忆江南——馆藏精品特
展”、苏州湾博物馆“天堂里——工艺
的苏州与杭州”等整合长三角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展示多姿多彩的江南
风貌，讲述诗情画意的“江南故事”。

天津博物馆推出 13个展览，内容
涵盖玉器、瓷器、书画、青铜器、人文历
史等，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展需求。其
中，“瞬间与永恒——波兰琥珀文化艺
术展”，全方位呈现半个世纪以来波兰
琥珀珠宝的演变风格及中西方文化的
交流融合，带领观众领略一场晶莹璀
璨的视觉盛宴。

节日期间，观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感受大唐文化。“大唐遗宝——何家村
窖藏出土文物展”免费开放，展出何家
村窖藏出土金银器、玛瑙、玉器、玻璃
器、钱币、药材等文物319件（组），涉及
唐代典章制度、宫廷宴飨、礼仪文化、
社会风尚以及文明交流等方面，集中体
现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

红色场馆迎来游客高峰。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首次推出 AI 导览讲解服
务，游客通过扫码体验“专人”的AI导
览服务，可以了解详细的景点介绍、革
命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南昌、瑞金、
于都的革命纪念馆也火热非凡。广州
鲁迅纪念馆展出“理想的力量——第
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奋斗在广东的中国
共产党人”，重温大革命时期奋斗在广
东的中共先驱们的革命事迹。来自全

国各地的研学团队来到孟良崮战役纪
念馆，通过参观展览和观赏文物，了解
革命历史，接受传统教育。

浙江推出 62场文博展览，满足游
客的参观需求。浙江省博物馆在之江馆
推出“何为通人——经世视野下的沈曾
植”“丽人行——中国近现代女性图像
展”“桑梓漆缘——曹其镛夫妇捐赠
漆器展”等临展。良渚博物院推出“不
朽——大漆艺术五千年”精品展，让观
众领略大漆这一独具东方气韵物质材
料的传承流变、艺术质感与精神内涵。

山西博物院“时空变调——山西
古建筑数字艺术展”，展出20位来自不
同国家地区艺术家的山西古建筑艺术
作品以及雕塑、装置、影像等作品，呈
现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观众可
以据此解读山西古建筑文化。

黑龙江省各地博物馆提供百场丰
富多彩的展览和活动，涵盖历史文化、
自然科普、致敬五一、主题研学、非遗
体验、艺术鉴赏等，实现博物馆与观众
的双向奔赴。

社教互动 沉浸式体验入人心

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科技加持的
文博社教活动和文化活动，让人们在
参与体验的过程中得到文化浸润，领
悟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山西大同云冈研究院学者“化身”

讲解员，给游客科普佛像历史。游客走
进云冈石窟文物修复工作现场，通过
制作拓片，沉浸式体验文物保护工作，
感受石窟建筑里蕴藏的传统工艺之
美。

湖南博物院完成马王堆汉墓整体
提质改造，马王堆三号墓墓坑遗址5月
1日恢复开放，现场遗址图片上已标明
三座墓的位置，墓坑底部新增等比例
复原的棺椁等场景，令人大开眼界。

中国园林博物馆“劳动之美 园林
之韵”活动邀请公众走进实景园林，体
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生活，感
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南宋德
寿宫遗址博物馆推出“德寿有新意·德
寿宫宋韵文化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
在插花、挂画、点茶、焚香“四般闲事”
的沉浸式体验中“梦回”大宋。

多地博物馆推出“新玩法”，让文
物“活”起来，“动”起来。

故宫博物院首部音乐儿童剧《甪
端》登陆香港葵青剧院，通过AR和全
息投影技术呈现故宫博物院珍贵典
藏，将戏剧、舞台和音乐等完美融合。

苏州丝绸博物馆将展览与 AI 融
合，开发“赛博织漳缎 守护丝绸界国
宝”互动程序，观众在手机上即可“共
织”苏州漳缎。连云港市博物馆打造

“连博奇旅·恬风诗令”沉浸式智游活
动，向天下招募“通关客”，让游客沉浸
式体会连云港的变迁，感受东海名郡
的魅力。

成都博物馆上演的互动皮影戏，
吸引大小观众的参与，排队体验、观看
表演的游客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充分
体现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成都武
侯祠博物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相
结合，上演一场“国风+新潮”的盛宴，
曼妙的“十二花神”舞动着身姿，身着
古代服饰的“刘备”和“诸葛亮”仿佛从
历史中穿越而来，深入解读了三国文
化的历史底蕴，赢得了现场游客的阵
阵欢呼。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
盘。”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考古博
物馆二楼为观众准备了“动手·巧拼
装”活动，观众在动手制作乐器的同
时，进一步加深了对传统乐器相关知
识的了解。

“五一”期间，市民、游客纷纷来到
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参观，特别
是“巍巍亳都 活力管城”潮流青年艺术
季，融合古老与青春、文化与时尚，让观
众全方位领略商都故事。在隋唐洛阳
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天门，“簪花迎
远客”“天香临凤阙”“花开又逢君”等
节目好戏连台。游客通过应天门 3D激
光投影秀可以感受夜幕下独特的古建
筑风貌，体验沉浸式文旅休闲项目，品
味古都历史文化的独特韵味。

浙江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办
了“悦动五一 匠心良渚”系列文化活
动，通过“跨越千年足迹”良渚古城乐
跑、“良渚百千匠”手作体验、良渚文化
社教专员公益讲解、公众考古、良渚生
长力市集等，让广大游客深入体验良
渚文化的魅力，感受历史与现代的完
美融合。良渚古城的数智体验馆里，50
米数字长卷在人们眼前铺开，人物和
场景栩栩如生，游客可以站在现在看
过去，真正体验到良渚5000多年文明。

（下转2版）

感悟文化魅力“文博热”持续升温
本报记者 杨亚鹏

本报讯 记者杨亚鹏报道 近
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共四川省
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
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四川省文物局联合印发《全省革命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三 年 提 升 行 动 方 案
（2024—2026 年）》（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启动实施三年提升行动。

《行动方案》提出，将发挥各级红
色资源保护传承联席机制作用，加强
部门协同，统筹整合力量，以完善管
理体系、系统开展资源调查、加大保
护力度、深化研究阐释、加强集中连
片保护、丰富主题保护展示、实施革
命博物馆纪念馆提升计划、打造陈列
展览系列精品、拓展革命文物活化利
用、推进协同研究中心建设等10项重
点任务为抓手，实现“一年夯基础，

两年促提升，三年树品牌”。
《行动方案》明确，未来三年，四川

将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深化革命
文物资源调查，加强革命文物系统性
保护，实施一批革命旧址维修保护项
目、馆藏革命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和革
命文物研究性保护项目。同时，将整
合研究力量，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中的四川印记，推出10至20
项权威性强、影响力大的研究成果。
还将加快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川
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四川段建
设，推出一批保护展示重点项目。在
优化展示体系方面，将大力培育 2至
3家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旗
舰型”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支持10至
15家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纳入国家一二
三级博物馆序列。此外，将因馆制宜

实施全省中小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百
馆”提升行动。在活化利用方面，将
重点推进“革命文物+”，加强“大思
政课”建设，推出 5至 10处“红色草
原”，凝练推介 10至 20条革命文物主
题游径，不断发展红色文创、红色旅
游及红色研学，增强革命文化传播
力、影响力，持续助力乡村振兴、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

《行动方案》 还细化了各级任务
分工，进一步督促地方履行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主体责任，指出各地要
研究制定推动革命文物资源统一管
理、开放使用、连片保护、整体展
示、合理利用的政策措施，加大资
金、人才等要素保障，提高革命文物领
域治理效能。

四川多部门联合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三年提升行动

观众有序排队参观中国文字博物馆

河南博物院为观众提供咨询、文明参观
引导等志愿服务

观众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厅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