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日记，是一种常见的记录生活的方式，但把日记

‘写’在衣服上，却很少见。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

展厅中，就有一件‘写’上了日记的衣服，这可不是一件普

通的衣服，它是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衣服的主人是谁？为

什么要把日记‘写’在衣服上呢？请大家随我一起回到

1911 年的深秋。”随着湖北省博物馆馆员章旖的讲述，观

众走进革命旧址、纪念馆，倾听一件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多年来，章旖扎根讲解一线，以苦练精进技术、以勤学增长

知识，努力做红色文化的讲述者、传播者和传承者。2022
年，章旖获得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说起章旖和讲解员的缘分，还得追溯到她的童年。小

时候，章旖常听爷爷讲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往事，在她

心中播下了红色的种子。“我想把这颗种子播撒到远方。”

章旖说。2012 年，章旖如愿成为一名讲解员。

讲解员讲好展览中的红色故事，有助于传承党的红色

血脉，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在多年工作中，章

旖不断用讲解的方式探寻初心使命。她透过革命英雄、革

命文物、革命精神，为观众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讲述”

成为章旖与观众密切联系的纽带。

章旖认为，随着社会大众文化水平的提升，灌输式、说教

式的讲解已经无法吸引观众，观众越来越倾向于探究式的讲

解方式，讲解员在与观众互动的过程中，经常被问到对历史人

物及事件的评价，讲解员的回答不能凭主观臆断，应做到权威

精准，这就要求讲解员需要不断学习。“另一方面，红色讲解员

要先吃透史实，融会贯通。在讲解过程中，要善于抓取红色故

事的独特之处，选取故事的落脚点要小，用小切口反映大视

角，点出教育意义。在讲解过程中，要避免重说教而使得内容

晦涩乏味，教育效果差。真信才有真情，讲解员需要先打动自

己，才能感染他人，用真情实感把观众带入历史实景，深入浅

出地讲述才能达到润人心田的效果。”章旖说。

近年来，章旖多次参加国家级大型展览讲解工作，向世

界推介中国、推介湖北。章旖在接待各国驻华大使等外宾

时，会重点介绍我国的外交政策、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同

时注意语言的简单易懂，方便译员翻译。“面对国际友人，需

要充分考虑他们的话语体系和接受习惯，讲好中国共产党

为民造福的故事、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故事，帮助他们加

深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

解。”章旖说，讲解员需要为对外关系服务，宣传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扩大国

际影响力。

如何向青少年传播传承，也成为她探索的重点。近年

来，章旖精心研究针对青少年群体的讲解方法，推动“四

史”进课堂、进头脑，主办“小小讲解员”培训班，培养“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红色少年，让红色故事代代相传。

在“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

览”中，章旖参与设计了《中小学生探索学习手册》，为他们

提供参观指南。通过讲解员老师对学生进行评分，引导他

们文明观展，遵守秩序；通过对关键时间节点和场景进行

提问，引导他们认真观展，寻找答案；通过让他们自己“设

计”防护服上的文字和图案，引导他们思考“假如自己是一

名医护人员，会在这场抗疫斗争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

而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帮助理解展览的内涵。

章旖说：“成为红色讲解员的 10 年，也是我见证新时代

伟大变革的 10 年。”在时代的滋养下，章旖心中那颗红色的

种子，萌芽破土、扎根强基、向阳生长。“我将把个人的前途命

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同频共振，不断坚定理

想信念，筑牢文化自信。”

湖北省博物馆馆员章旖：

见证 10年伟大变革
做红色文化的讲述者、传播者

本报记者 王 珏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地。这块红色热土每年吸引 10 余万

人来此探访革命历史、感受红色精神。

作为堂上村原党支部书记，李增军对此深感自豪。为

了让更多的参观者了解歌曲创作背景，感受革命前辈的理

想、信念和激情，16 年来，李增军每天坚持到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义务讲解，累计讲解 9000 多场，服务

观众 45万余人次。

“这首歌诞生在我们村，是我们的光荣。”李增军说，“作为

党员，作为退伍军人，我有责任把革命故事和红色文化讲给下

一代。我不图别的，就想让这首歌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

堂上村位于大山深处，海拔 2000 多米，初秋清晨的气

温只有 10 摄氏度。9 月 1 日，像往常一样，李增军在 9 点钟

准时到达位于半山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的

旧址。站在旧址的小院里，可以俯瞰下面不远处的纪念馆

新址。虽然新址面积更大、设施更新、内容更多，但李增军

还是喜欢在旧址为观众讲解。“我觉得更亲切，你看，旁边这

间房子就是曹火星老师当年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的地方，也是我上小学的地方。”这间只有 10 余平方米

的简陋小屋，当年曾是龙王庙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被用

作小学校、大队部和粮仓。站在屋里，李增军感慨地说，他

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这首歌

是他学会的第一首歌。“小时候唱起这首歌觉得朗朗上口，

长大了，才渐渐懂了歌中唱的是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李增军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摩挲着左腿。蓝色的裤

子在脚腕处露出了里面穿的保暖秋裤。“我差不多一年四

季都穿秋裤。”李增军说，年轻的时候在北大荒参军时，经

常在冰冷的泥水里整地、插秧，落下了病根，双腿得了关节

炎，一走路就疼。今年年初，他做了左侧膝关节置换手术，

刚刚好一点，能走路了，就一步一挪地从家中走到 1 公里

外的旧址。他说，这条山路已经走了 16 年了，几乎天天

来，如果有一段时间没过来，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老伴

和 3 个女儿埋怨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腿脚又不好，在家

享清福不好吗？”李增军说：“在家待着有什么意思？给观

众讲故事才能体现我的价值。”

李增军的讲解朴实生动，从当时的革命形势讲到曹火

星是如何来到堂上村的，从如何在土炕上一气呵成创作歌

曲讲到如何教群众学会演唱，从当年的儿童团成员讲到村

里的革命英烈，从新中国成立后的行政区划变化讲到曹火

星如何千辛万苦寻找当年创作地……一件件往事李增军

如数家珍，参观者听得津津有味。

这些资料，是李增军拖着病腿、多方走访而得到的。

他多次前往天津市拜访曹火星，收集整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创作时的历史资料，还到附近的王

家台烈士陵园、上石堡村第一党支部旧址学习走访，了解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许多参观者在留言本上写下了对李增军的感谢：“谢谢

李书记精彩的讲解，让我们接受了一次革命历史教育。”“感

谢李书记精彩讲解，听党话、跟党走！”“老书记讲得特别精

彩，说明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听起来特别

提气。”……有一次，一个大学生听完后说，“爷爷您讲得太

好了”，表示回去以后就要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这是

我觉得最自豪的时候。”72 岁的李增军说，“革命故事和红

色文化需要代代相传，只要我还能讲，就要一直讲下去。”

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原党支部书记李增军：

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地
让红色故事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张 贺

“乌兰牧骑又来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无定河镇毛布拉格村，农牧民一声吆喝，男女老少便纷纷

聚拢来，“他们过来，就好像亲戚回到家，我们十分开心、热

烈欢迎！”

歌曲、舞蹈、宣讲……精彩的内容赢得村民们的阵阵喝彩。

“我们在沙漠草原上辗转跋涉，蓝天为幕布，大地为舞

台，年均下基层 140 余场次。”乌审旗乌兰牧骑队长苏雅拉

达来感慨地说：“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是舞台；哪里有需要，

就把演出送到哪里。”

乌审旗乌兰牧骑成立于 1960 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最

早成立的乌兰牧骑之一。苏雅拉达来是第十三任队长。

“60 多年来，乌审旗乌兰牧骑共演出 7000 余场，观众 100
多万人次，陪伴了无数草原儿女的成长。”苏雅拉达来说，

“长期以来，队员们口口相传、默默传承着这样的信条：始

终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的方向，坚守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的理想。”

草原边、河流畔，留下了演出车的辙印；农家院、蒙古

包，回响着悠扬的音符、跳动着曼妙的舞姿。乌兰牧骑成了

农牧民的挚友，把文化艺术的种子播撒在各族群众心里。

近些年，面对老百姓多种多样的需求，乌兰牧骑都想

办法尽力满足，做出对味的“文化大餐”。为了改变传统歌

舞为主的演出形式，队伍认真摸索、细心探索，终于将观众

喜闻乐见的小戏小品搬上了舞台。那些能歌善舞、能拉会

弹的队员也扮演起了各具特色的戏剧人物。鄂尔多斯蒙

古剧《草原·不落的歌》用歌舞演绎故事，形式活泼、内容丰

富，受到观众欢迎。

“一专多能，是服务基层的文艺队伍必须具备的重要

素质。我们加大队员和队伍的素质提升力度，走出了一条

‘演出+服务+发展’的路子。”苏雅拉达来说，“在加大惠民

演出力度的同时，我们常态化开展文艺辅导、为农牧民直

播带货等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推动乡村振兴。”

“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乌兰牧骑努力做党的创新理

论和惠民政策的‘宣传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

教育的‘示范队’、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服务队’、提升人民

获得感幸福感的‘文艺队’。”苏雅拉达来说。

这些年，扎根草原大地的乌审旗乌兰牧骑先后获得了

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和全国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先进集体等荣誉，今年 8 月还被授予全

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乌兰牧骑经常被老百

姓亲切地称为‘玛奈（我们的）乌兰牧骑’，我们十分珍惜这

声呼唤。这是我们不忘初心、勇于创新、实干笃行的最好

见证，也激励我们不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服务各族群

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苏

雅拉达来说，“每当看到农牧民的笑脸、听到他们的喝彩和

掌声，就让我们感到什么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乌审旗乌兰牧骑队员始终难以忘记 2018 年 6 月 29 日

这天，“当队伍在乌审旗嘎鲁图镇斯布扣嘎查为牧民演出

的时候，古稀老人乌云陶格斯将自己一针一线绣好的乌兰

牧骑队旗赠给我们。面对如此温暖珍贵的礼物，大家都感

动得热泪盈眶。我不由自主地双膝跪下接过老额吉沉甸

甸的心意。”回到单位，苏雅拉达来将这面队旗精心装裱，

挂在办公室走廊的显眼处，激励队员们。“后来额吉知道

了，为了方便我们下乡演出携带，又为我们绣了一面队

旗。到现在，这面旗子跟着队员们走遍了乌审大地。”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苏雅拉达来说：“乌审旗乌兰牧

骑这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正不断把心和老百姓

的心贴得更近、更紧。”

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乌兰牧骑队长苏雅拉达来：

做出对味“文化大餐”
当好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本报记者 郑海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

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革命文物见

证 光 荣 历 史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

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取得突破。中宣部等 4
部门公布两批 37 个革命文物

保 护 利 用 片 区 ，覆 盖 1433 个

县区。目前，全国有不可移动

革 命 文 物 3.6 万 多 处 ，国 有 馆

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 100 万

件/套 。 类 型 多 样 、数 量 众 多

的革命文物资源，需要不断挖

掘 内 涵 、创 新 传 播 方 式 ，讲 好

革命文物的故事，增强革命文

化的吸引力。

南 昌 起 义 的“ 红 十 字 马

灯”、渡江战役用的“小木船”、

剪开的“半条被子”、长征路上

的“扁担”……革命文物以实物

为载体，体现的是一代代革命

者为国为民的情怀、爱党爱国

的豪情壮志、大无畏的牺牲精

神。这就需要革命旧址、纪念

馆抓住文物的突出特征，在对

革命文物资源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挖掘革命文物内涵，拓展革

命文物价值，找到陈列实物和

观众情感的连接点，增强观众

的代入感、沉浸感。在“不忘来

时路 永远跟党走——讲述革

命文物背后的故事”主题展中，

由陈掖贤（赵一曼之子）抄写的

赵一曼遗言，让许多观众驻足良久，深受感动。在遗言中，赵

一曼写道：“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

事情……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

而牺牲的！”

同时，革命文物还要积极探寻更多满足群众需求、紧跟时

代潮流的展示传播方式，扩大革命文物资源影响力。随着时

代的发展，信息的传播方式、范围和渠道发生了转变。革命文

物要采用更贴近群众、更有亲和力、更符合观众信息获取习惯

的展示传播方式，提升传播效果。针对不同人群推出“菜单化

服务”，培养志愿讲解员，组织宣讲团走进学校、企业、乡村、社

区，这些举措不仅传播了革命文化，还发挥了革命文物的公共

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

技术的进步，给革命文物传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通

过网上博物馆，观众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参

观游览。通过多媒体情景展示，观众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当

年情境。通过数字文物展示，观众可以多方位、多角度观看

文物。

随着研究的深入、技术的革新，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也将

与时俱进，让更多观众了解革命文物和文物背后的故事，让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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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章旖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

型展览”上讲解。

国家博物馆供图

图②：李增军在讲述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创作过程。

本报记者 张 贺摄

图③：内蒙古乌审旗乌兰牧骑在草原演出。

乌审旗乌兰牧骑供图

版式设计：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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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

划》强调：“赓续中华文脉，传承红色基因，建设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中华儿女团结奋

进的精神力量”。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保护利

用红色文化资源，在传承中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本版推出 3 个基层人物，听他们讲述传播

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故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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