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文化文化2021年 4月 12日 星期一

“当年在于都，男人们搭浮桥，女人们打

草鞋……”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的红四军

驻地旧址，罗小龙正在为游客讲述于都的长

征历史。这间二井三厅的客家建筑，如今是

一家长征主题的博物馆，由于都县出资修缮，

交给罗小龙打理，每年可以接待近万名游客。

罗小龙是于都的收藏爱好者，对于都的

红色历史如数家珍。不仅如此，他还发起成

立了于都县红色收藏协会。

红色，是于都的底色。 1934 年 10 月，中

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人集

结于都，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于都先后

有 6.8 万人参加了红军，1.7 万于都子弟参加

长征，留下姓名记载的烈士多达 16356 人，全

县共有革命旧址 100 处 118 个点。

如何擦亮底色，让红色文化更好传承？

近年来，于都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探索出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新路径。

一群守护人

革命遗址焕发新活力

禾丰镇尧口村土围组，4 栋典型的客家风

格土楼焕然一新。

65 岁的村民尹善祥笑着迎上前来，推开

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红军标语：“工农劳

苦群众解放万岁”“男女平权，实行 8 小时工作

制”……“当初红三军团二师一个机枪连驻扎

在这里，战士们就在屋内屋外写上各种标语，

鼓舞士气，宣传政策。”对于那段历史，在奶奶

的熏陶下，尹善祥也十分熟悉。

“我家 3 代守护这里，奶奶去世时嘱咐父

亲和我，千万要守好这些标语。”尹善祥说，虽

然自己现在不在老屋住，但每天都要来这里

看看。

“在赣南，于都是红色标语的资源库，留

存标语多达 1720 多条。”于都县博物馆陈列部

主任谢称英介绍，“标语使用最简单、最直接、

最生动的语言，为我们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

宝贵资料。”

由于标语大都用炭笔、毛笔等写在农村

土房墙面，房子年久失修，标语风吹日晒，如

何保护和维修成为当务之急。“于都有许多像

尹善祥这样的自发守护人，政府的投入加上

他们的参与，让土楼和红色标语得以较好保

存下来。”谢称英说。

2017 年起，于都县先后安排了红色标语

普查和保护经费 1475.5 万元。未来，位于禾

丰镇的麻芫村红三军团二师五团团部旧址、

土围红军标语、河生红军标语 3 处旧址将连片

建成红军标语示范区，设立红军标语集中展

示馆等。

修缮好的遗址怎么管理和维护？如何让

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更鲜活？谢称英认为，还

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将维修好的革命遗址交给尹善祥这样的

守护人使用管理，这是于都做出的尝试。通

过政府适当补助，尹善祥既能继续安心守护

旧 址 ，又 能 通 过 讲 解 等 工 作 获 取 一 定 的 收

入。如今，于都已有近百位守护人。革命遗

址在这些守护人的努力下，正焕发新生机。

一个合唱团

《长征组歌》唱响全国各地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

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4 月 7 日晚，

在江西雩都长征学院南部校区，长征源合唱

团团员倾情演绎《长征组歌》，带观众重温那

段峥嵘岁月，引来阵阵掌声。

“ 今 年 5 月 20 日 前 ，我 们 可 以 唱 到 500
场。”于都县政协副主席、长征源合唱团首任

团长袁尚贵说。

于都厚重的红色基因，能不能有更加鲜

活的传承方式？2010 年，时任于都县文广局

局长的袁尚贵在县里指导下，牵头成立了长

征源合唱团，演唱的经典曲目就是《长征组

歌》。

《长征组歌》是参加过长征的萧华将军创

作的 12 首歌曲，作曲家将其中 10 首谱成了组

歌，描绘了长征中的 10 个场景。“萧华将军就

是我们赣南人，这是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

袁尚贵说。

没有报酬、没有排练场地，合唱团利用晚

上的业余时间，在河边对着点点星光歌唱。

成立之初，袁尚贵和团员们定下目标：争

取唱出于都，到邻县去做个汇报演出。2011
年 11 月 11 日，这个目标实现了，合唱团到信

丰县演出，团员们激动不已。自此，合唱团名

气越来越响，逐渐从于都唱到全省，从江西唱

到全国。“现在，长征主要途经地，我们的合唱

团都去唱过。”袁尚贵自豪地说。

11 年来，团员们也将曾经的兴趣爱好变

成了责任使命。“文物背后是红色文化，围绕

着这个主轴，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让历史、文物、故事感染人、打动人，它们才能

真正活起来。”于都县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管冬

梅说。

一种新模式

“红色资源+”聚多方力量

“大家好，我是城关小学的肖一博，我给

大家讲述的红色故事是……”穿着淡蓝色小

军装，戴着红星帽的小朋友肖一博站在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雕像前，用稚嫩的声音诵

读着红色家书，讲述英烈故事。

从 2014 年开始，每到寒暑假，于都县博物

馆都会面向社会招收小红星讲解员，对孩子

们开展红色宣讲培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

今已培养出 130 多名小讲解员。“2018 年招募

小红星讲解员时，一次就有 400 多人报名，孩

子和家长的参与热情十分高涨。”管冬梅说。

红 色 文 化 的 传 承 必 须 植 根 于 脚 下 的 土

地，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营造全社会关注的

氛围。近年来，于都进行了“红色资源+”的种

种尝试。

“红色资源+文艺”。于都邀请词作家王

晓岭作词、青年作曲家胡廷江作曲，创作《红

军渡 长征源》，邀请词作家邹友开、作曲家李

昕共同创作《永远的红飘带》，两首歌曲广为

传唱。

“红色资源+文学”。 2015 年以来，于都

邀请 20 余名作家、诗人到长征旧址采风，创作

了《于都河》等 20 余首长征题材的诗歌。目

前，于都正在筹划世界读书日当天的长征诗

歌诵读晚会，用诗歌激活红色基因。

去年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于都县邀请 23
个乡（镇）文化站站长、小红星讲解员、民间守

护人等参加了一场名为“让红色文物活起来”

的表彰活动。一位受表彰的志愿者表示：“我

们的付出很有意义，要为传承于都红色文化

汇聚更强大的力量。”

“‘守好红色阵地，激活红色基因’是我们

的责任，我们要做得更好。”管冬梅说。

江西于都探索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新路径

把长征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本报记者 朱 磊

江西于都是中央红军
长征集结出发地。为了将
长征的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近年来，当地充分调动
社会各界保护革命文物的
积极性，开展“红色资源+”
的多种尝试，探索出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新路径。

核心阅读■关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R

新华社北京 4月 11日电 （史竞男、杨海波）国家新闻

出版署组织的“读掌上精品 庆百年华诞——百佳数字出版

精品项目献礼建党百年专栏”11 日上线启动。中央重点新

闻网站、重点数字阅读平台、新媒体网站等 19 家网络平台

参与设立专栏，集中上线 100 个数字出版精品项目，即日起

向社会免费开放 100 天。

据介绍，100 个数字出版精品项目从 1000 多个项目优

中选优产生，包括数据库、数字出版平台、AR 出版物、融媒

体出版物、有声读物等，集中展示数字出版讴歌新时代、满

足新需求的优秀成果，以百佳数字出版精品献礼建党百年。

有关部门、项目单位、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数字阅读平台

等方面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

19 家设立专栏的平台为：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光

明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国文明网、党建网、新华书店

网上商城、中图易阅通、中文在线、咪咕阅读、掌阅、沃阅读、

文轩网、天翼阅读、微信读书、京东读书、喜马拉雅、快手。

百佳数字出版精品项目

献礼建党百年专栏上线启动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曹雪盟

近年来，山寨文物成为一些地

方吸引眼球、招揽游客的方式，部分

项目涉嫌丑化、异化文物，误导公众

历史文化认知，造成不良文化影响，

引发人们广泛关注。

为维护文物真实性和历史文化

遗产尊严，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坚决遏制滥建山

寨文物之风的通知。

通知指出，要坚持保护第一，集

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 。 要 站 在 捍 卫 国 家 意 识 形 态 安

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

治高度，深刻认识山寨文物造成资

源浪费、讹传历史文化、破坏自然与

文化风貌等负面影响，旗帜鲜明反

对滥建我国和外国山寨文物，特别

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等重要历史古迹。

通知指出，要坚决刹住滥建山

寨文物之风。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

依法加强管理，对文物保护单位应

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对不可移

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

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不可

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

施遗址保护，未经批准不得在原址

重建；对馆藏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

中单体文物的复制，必须严格依法

履行审批手续。各地文物、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要守土尽责，发现问

题敢于发声，推动相关部门加强源

头管理，及时叫停可能造成丑化、异

化文物的项目，坚决遏制滥建山寨

文物之风。

通 知 同 时 指 出 ，加 强 正 面 引

导，推进文物和旅游融合发展。各

级 文 物 行 政 部 门 要 系 统 梳 理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资 源 ，深 入 挖 掘 历 史 价

值 、阐 发 文 化 精 髓 ，更 好 揭 示 文 物

背 后 蕴 含 的 哲 学 思 想 、人 文 精 神 、

价 值 理 念 ，加 强 时 代 化 表 达 、数 字

化 呈 现 ，讲 好 文 物 故 事 ，推 动 中 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景区开发建设

和管理运营单位增强文化自觉，依

托 地 域 特 色 文 化 文 物 资 源 培 育 旅

游 产 品 、提 升 旅 游 品 位 ，打 造 出 更

多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特色

旅游精品。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发布通知

坚决刹住滥建山寨文物之风
本报记者 王 珏

近年来，不少文物古

迹成为热门打卡地。与

此同时，一些地方的仿古

景区、建筑也闹出不少笑

话 ：前 有“ 双 眼 皮 、红 嘴

唇”的“现代”兵马俑，后

有水泥版复建的龙门石

窟；前有“最美野长城”被

砂浆抹平，后有石窟造像

被涂上浓艳“彩妆”……

文化遗产如何科学合理

地保护与利用，避免“破

坏性修复”，令人深思。

文物古迹是城市的

文化地标，也是延续历史

文脉的有形载体。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

通知，明确要求坚决刹住滥建山

寨文物之风，有力维护文物真实

性和历史文化遗产尊严。近期，

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均

发 布 相 关 保 护 条 例 ，禁

止修建与文物相关的人

造景观、景点，遵守最低

程度干预原则。加强对

文物科学修缮保护和开

发 利 用 的 督 促 落 实 ，任

重而道远。

一些地方兴建山寨

建筑、粗制滥造文物，这

些人造景观和山寨文物

不 仅 歪 曲 历 史 、伤 害 文

物 自 身 价 值 ，还 对 当 地

的历史文化风貌和周边

自 然 、人 文 环 境 造 成 损

害，长此以往，更导致公

众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认 知

“营养不良”。保护的前

提是尊重。期待此次相

关部门的通知能引起各

地 重 视 ，刹 住 滥 建 山 寨 文 物 之

风，维护文物的真实性，如此才

能更好回馈公众对历史文化遗

产倾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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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阳

信 县 瑞 鑫 地 毯 文 化

艺术博物馆内，观众

在 参 观“ 一 带 一 路 ”

主题挂毯。

近年来，阳信县

引入智能机器人、光

学 自 动 分 选 系 统 等

高新技术，以科技助

力 特 色 地 毯 产 业

发展。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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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11日电 （记者谷业凯）吴文俊人工智能

科学技术奖十周年颁奖盛典日前在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德毅凭借在计算机工程、自动控制、认知科学和无人驾

驶等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多项领先成果，荣获吴文俊人工

智能最高成就奖。

据悉，2020 年第十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共评

出 100 个获奖项目成果。其中，“图像视频的多尺度表征与

语义映射”等成果，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低空飞行器智能

监测关键技术及应用”等成果，获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面向

智能教育的自适应学习关键技术与应用”等成果，获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此外，今年首次设立的吴文俊人工智能专项

奖芯片项目，共有 8 个项目上榜。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颁发

近日，浙江温州市民清玲参加了文化驿站组织的两场

活动：钢琴教学讲座和女红设计雅集，感到非常充实。“这是

文化和艺术带来的美好时光，也是温州的城市魅力。”清

玲说。

文化驿站是温州市继城市书房后，推出的又一公共文

化创新品牌，主打“时尚化、休闲式、体验版、互动型、文艺

范”特色。目前，全市共建成文化驿站 210 个，实现 5 万人以

上乡镇街道文化驿站建设全覆盖。自 2015 年成立以来，温

州文化驿站项目年均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近 3000 场，参

与活动的市民累计达 28 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分享者 1600
余人、社会团队 2700 余支。

温州将文化驿站灵活植入现有各类文化场馆，市民在

书店、民办博物馆等场所都能找到文化驿站。有的景点、街

道临时有需求，还有“流动驿站”可以提供服务。

“温州建立了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库，把全市优

秀的文化文艺资源整合在一起。”温州市文广旅局局长朱云

华说，温州市文化馆每年组织全市文化驿站配送资源征集

活动，精选优质资源纳入共享清单。文化驿站通过政府购

买、社会征集、社团植入、站点推送，遴选优秀资源进入点单

资源库，不少社会呼声高的民营剧团、社会文艺团队、各领

域文化达人的服务被纳入政府采购范围，丰富了公共文化

产品供给。

“为激励文化驿站不断提升活动品质，我们还成立了文

化驿站观评团，聘请观评员对文化活动进行指导和评测，对

文化驿站站长进行业务培训，激励文化驿站向高品质方向

发展。”鹿城区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夏海燕介绍。

温州建成 210个文化驿站，年均
提供近3000场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文艺添彩 城市增色
本报记者 顾 春

本报北京 4 月 11 日电 （张熙越）“家国情怀寄尺素

——江门五邑银信（侨批）专题展”9 日在中国华侨历史博

物馆开幕。展览为期一个月，将持续至 5 月 9 日。

银信也称“侨批”，是指近代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机构汇

寄至国内的、连带家书的汇款和领取包裹的凭证，是承载历

史记忆的档案文献。此次展览共展出银信及相关展品 230
余件，其中广东江门市博物馆展品 170 余件，分为“何为银

信、递送银信、游子之心、桑梓之情、报国之志、复兴之梦”6
个部分。

此次展览由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江门市委宣传部、江

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近年来，江门市在侨批活

化展示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让侨批文化融入百姓生活。

江门五邑银信专题展举行

本报北京 4月 11日电 （记者杨雪梅）近日，“十三五”

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

目报告”大型丛书推出最新成果，该丛书中体量最大的一部

考古发掘专题报告《忠县中坝》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忠县中坝遗址处于三峡库区腹地，出土遗迹、遗物丰

富，全面归纳了当地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内涵，建立起当地考

古学文化的谱系发展和嬗变脉络，首次确认了盐业生产遗

址类型。《忠县中坝》的出版让读者可以系统全面了解这一

重要遗址的综合考古成果。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

告”大型丛书，全面记录长江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为研究三

峡地区古代文化提供重要资料。20 年来，已出版 66 种 81
册、6420 余万字。

考古发掘专题报告《忠县中坝》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