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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
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
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

百年历史激荡，文物见证荣光。今年 3
月，北京市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58处、可移动革命文物
2111件/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
处，一级文物1974件/套。如今，这些见证初
心使命的红色地标陆续对公众开放，成为
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

打造主题片区

6 月 1 日，李大钊故居、“亢慕义斋”旧
址、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赵家楼遗址、马骏
烈士墓等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
动旧址开放。

“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物，革命文物
大多与近现代史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
史活动、重要历史事件等密切相关，形成
集中连片的分布格局。”北京市文物局革
命文物处处长李粮企介绍。《北京市关于
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2018—2022
年） 的实施方案》 和 《北京市推进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9 年—2035
年）》，确立了“推进革命文物集中连片
主题保护”的目标。

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
北京先后打造了以卢沟桥、宛平城为中心
的抗日战争主题片区，以双清别墅、天安门
为中心的建立新中国主题片区，以北大红
楼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
主题片区。

革命活动旧址数量众多、布局分散、情
况各异，如何保护传承利用？拿中国共产党
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片区来说，31 处旧
址包括重要会议场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
地、重要党史人物故居以及重要纪念设施
等多种类型，分布在东城、西城等5个城区。
北京在对旧址保护状况进行摸排基础上，
实现保护优先、以保促用、以用推保，将旧
址进行分类打造提升。京报馆旧址一度成
为大杂院，直到30户居民搬走，小楼得以彻
底修缮。如今，小楼内设置“京报与京报馆
专题展”“百年红色报刊专题展”“邵飘萍生
平事迹专题展”，讲述着以邵飘萍为代表的
进步报人的红色往事。

保留历史信息

“在保证文物本体安全稳定的前提下，
实施最小扰动，最大限度保留不同时期的
历史信息。”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
院设计师任庆生说。二七惨案长辛店旧址
原为一座明代火神庙，通过对同时期同功

能建筑的比对，结合长辛店地区北方官式
建筑的特点，修缮中把后期改造的裹垄屋
面恢复为原有的捉节夹垄屋面，但仍保留
遗存的福寿瓦样纹饰。长辛店留法勤工俭
学预备班旧址是典型的民国时期西式建
筑，经过对门窗和地板颜色的反复比对和
细致探索，最终确定为棕红色，恢复了昔日
的风貌。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片
区自开放以来，观众络绎不绝，多地的预约
人数已达上限。在接连参观 5 处旧址后，一
位北京市民感慨地说：“为了民族的解放，
许多仁人志士抛弃了相对安逸的生活，甚
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要永远铭记
这一段段历史！”

“这张照片和后面的场景一模一样！”
陶然亭慈悲庵山门前，一位游客仔细端详
着一张老照片。1920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
与辅仁学社同仁在慈悲庵就驱张运动进行
会商，并在门口古槐下合影留念，这是青年
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
之一。这段珍贵历史，在慈悲庵举办的“先
驱者的奋斗——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
动”专题展中有详细介绍。

“北京革命文物资源丰富，我们要深入
挖掘历史内涵，讲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让人民群众在参观过程中接受生动的革命
传统教育，让红色记忆代代相传。”北京市
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说。

随着革命旧址的开放，一批各具特色
的展览纷纷亮相。其中有北大红楼举办的

“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主题展览，有原中法
大学、《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李大钊故居等
举办的一系列专题展，主题展与专题展有
总有分、彼此呼应，全面系统展现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发展的艰辛历程和中
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光辉历史、
独特贡献和时代价值。

讲好红色故事

“展览首要的是准确，史实一定要搞清
楚。”丰台区委党史办宣教科科长王真胜说。
为做好策展工作，丰台区先后组织召开专家
论证会20余次，邀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单位的党
史专家指导论证，严格把好政治关和史料关。

“北方的红星——长辛店与中国工人运动”
专题展，光大纲就修改了30多遍。工作人员
辗转联系湖北孝感党史研究室、应城党史办、
许白昊纪念馆，才找到一张中国早期工人运
动先驱许白昊烈士的照片。

展览组还精心撰写“毛泽东两次到长
辛店”“骑着毛驴去游行”“工人是天”等9个
长辛店红色故事，以及“邓中夏：中国工人
运动的杰出领导人”“长辛店铁路工厂第一
个共产党员史文彬”“从长辛店到山海关”
等 16 位工人运动先驱的故事，将那些光辉

岁月娓娓道来。
《京报》是北洋政府时期在北京出版的

进步报纸，由邵飘萍在1918年创办，一篇篇
文章体现着动荡年代“铁肩辣手”的时代良
心。1925 年，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直至牺牲乃至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这
一身份一直没有公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教授方汉奇通过大量扎实的研究，证
实了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1986年，中共
中央组织部正式予以确认。

展览中有一张照片引人注目，那是
1919 年 8 月，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时所摄。
他身后的书架上摆放着马克思像和 170 余
册书籍。方汉奇拿着放大镜一一考证，发现
其中包括《资本论大纲》《世界大革命史》

《社会主义论》《劳动组合运动史》等大量进
步书籍。“这些史实都充分证明，作为一名
早期共产党员，邵飘萍先生对马克思主义
怀有真诚的信仰。”北京日报社品牌推广部
主任郭坦说。

权威的史实通过生动活泼的方式才能
更好地吸引、打动观众。各纪念地在展陈方
式上下足了功夫，亮点不少：观众扫一扫二
维码，可以听往事，重温初心；沉浸式话剧

《播火者》在李大钊故居上演，三合院里，一
草一木，都成了舞台；通过互动装备“与大
钊先生合个影”，也可拖动印章，为电子信
件盖上亢慕义斋的图章和日期图章，获得

“李大钊先生当时写给进步青年的一封
信”；拍一张照片，输入姓名，可制作一张专
属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会员证书……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
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组织遴选了109个
精品展览向社会推介，北京市文物局选送
的 12 个展览入选，总数居全国第一。“下一
步，北京将继续梳理革命文物资源，推进第
二批革命文物名录核定工作，进一步加强
史实研究。通过‘看文物 学党史’等多种形
式，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陈名杰说。

这 是 一 个 明 媚 的 早
晨，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前 ， 五 星 红 旗 正 冉 冉 升
起，迎着朝阳，鲜红的底
色映照着无数华夏儿女的
脸庞。国歌的节奏让我心
潮澎湃，豪情激荡。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一
年 前 ， 在 暖 阳 高 照 的 一
天，我离开风光旖旎的玉
兰湖畔，告别朝夕相处的
同窗和至亲至爱的老师，
带着家人的叮咛与期盼，
身穿厚重的防护服，离开
西安，踏上了前往新加坡
的旅程。

在 踏 上 狮 城 的 土 地
前，在我心中，祖国只是
地域的符号，是东方的一
个国家，我从未真切明白
背井离乡之意。在狮城，
我遇到了很多友好互助的
华 夏 儿 女 。 我 们 因 缘 而
聚，在实验室进行学术探
讨；我们因情而暖，在除
夕夜聚餐庆贺新年。我们
一起拼搏、一起奋斗、一
起欢笑、一起感动，那种
深深镌刻在基因里的亲切
感油然而生。即使背井离
乡 、 漂 泊 在 外 ， 即 使 相
隔万里、归期不定，我们心中始终深深思念着祖
国。在异国他乡我恍然大悟，这样的情感源于刻
骨铭心的爱国之情，源于矢志不渝的报国之志，
源于流淌在血液里的中华文化的熏陶。

故乡，是祖国。独在异国的日子，我时常觉
得有些苦闷。老师在给我的邮件中说：“时间是最
好的良药，气节是最好的支撑。”当我像无根浮萍
一样摇摆的时候，这句话给了我力量。为了排解
心中的苦闷，我带着纯洁与虔诚的心，阅读一卷

《从望志路到南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体会百年
前的风雨飘摇，与先烈来一场灵魂遇见、时空对
语，从中汲取迎击逆境的力量，并逐渐适应了一
个人直面挫折的常态。

当我在深夜仰望西北辽阔的星空，璀璨的星
光洒落在窗台，玻璃映出我眼中祖国的星芒。当
我伫立在海岸遥望祖国，看烟波浩渺，闭上眼回
忆那广袤无垠的草原上骏马在奔腾，巴颜喀拉山
涓涓雪水流归黄河，滚滚的长江水拍打着三峡两
岸……我始终牢记，我是来自祖国西北的一只飞
鸟，因为有祖国这一强大后盾，我才能翱翔于
此；我始终铭记，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学
成报国是我的使命。

注视着眼前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聆听着耳
畔响起的雄壮的国歌，我又回忆起出发时的场
景，那个铺满霞光的天空，长长的机翼反射着晚
霞的余晖，美轮美奂。此刻，关于祖国的所有记
忆交织在一起，现实与理想相互激荡，焕发出绚
丽的风情。是祖国的大地滋养了我、培育了我，
我将这份恩情珍藏在心中，不断砥砺前行。理想
照耀百年，2021，我们都将开启新的征程。

北安，是黑龙江省黑河市所辖县级
市，名字取“北方平安”之意。我曾多次
去过北安，知道它是座交通枢纽城市。
最近几年，我在媒体上看到北安有了新
的城市定位——“塞北延安”“北国枪
城”。对后一个定位我没有疑问，建在北
安的庆华厂是新中国第一个专业冲锋
枪生产厂，也是新中国当时最大的枪
厂。对于北安与延安的渊源，我并不十
分清楚，北安为什么能获得“塞北延安”
的称谓？再来北安，我要解开这个谜团。

带着疑问，我来到中共黑龙江省委
旧址陈列馆参观。几年前，北安对中共
黑龙江省委旧址和黑龙江省政府旧址
进行保护性维修，利用旧址辟建了陈列
馆，还利用《黑龙江日报》社旧址辟建了
北安博物馆。我了解到，1945年 11月 15
日，延安干部团奉命创建东北根据地，
其中的 195 人，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出
发，历时75天，行程近8000里，胜利抵达
北安，并于抵达北安当日建立了中共黑
龙江省工作委员会，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完整的省级人民民主政权。北安
博物馆副馆长边瑾介绍，这也是一次

“小长征”。为了丰富陈列馆的内容，获
得更多资料，边瑾曾走过这 8000 里全
程，还寻访了 195 人中的健在者或其家
人，了解了许多当年一路艰辛跋涉的故
事。边瑾介绍，195 人中，有 11 名是党的
七大代表，例如，中共七大代表王鹤寿，
1945年至1947年任黑龙江省委书记；首
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范式人，也是第二
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同样是七大代表。

《黑龙江日报》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省
级党报之一，最初创办《黑龙江日报》的
4 位采编人员均是延安干部团成员，包
括社长侯野烽、副社长章子冈和张向
凌、女编辑马彦。

陈列馆设有《从延安到北安》专题
展，在专题展的开始部分有一幅地图，
地图上用醒目的红线标出了当时延安

干部团奔赴北安的行军路线，直观表现
了干部团横跨 8 个省、从延安到北安的
行走轨迹。那北安为什么称为“塞北延
安”呢？我向边瑾和北安博物馆副研究
员郭昕请教。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
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援助下，向
东北大举用兵，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力量。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成立了
以彭真为书记、陈云为委员的东北局，

派遣干部 2 万多名、军队 10 万多人奔
赴东北。干部团到达沈阳后，彭真命
令赵德尊带领其中的195名延安干部团
成员奔赴北安，与当地的革命力量汇
合，消灭日伪残余，建立、巩固东北
革命根据地，进行土改、剿匪、支
前，为东北、全国解放做出了卓越贡
献。正是这195名先驱者在北安的广袤
原野上播撒了革命的种子，然后生
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干部团到达后，在北安成立了10余

所军政干部学校，有东北军政大学，在
北安招收两届学生，培养 2700 人；东北
工兵学校，1946 年 7 月在北安原侵华日
军营房举行开学典礼，在北安期间共训
练四期学员，解放战争中，这些学员在
搭建浮桥、爆破、抢修公路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黑龙江军政干部学校，校
长高衡，也是当时的延安干部团成员之
一。这些学校与延安颇有渊源，为支援
前线和共和国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党政

军干部和专业人才。
北安，是一座有红色基因的城市，

这红色基因是干部团195人从延河畔带
来的，然后在乌裕尔河畔发扬光大。红
土地上的延安与黑土地上的北安，渊源
深厚，北安市已与延安市宝塔区正式结
为友好市（区）。延安精神浸润了北安，
滋养了北安，孕育了北安，燃亮了北安。

题图为中共黑龙江省委诞生地和
办公旧址。

北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供图

这座老厂伫立在四川德阳西
南工农村的风雨中，已经 60 余年
了。它就是金鑫公司，曾经的“中央
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第一工程局
机械厂”“四川省建筑工程机械厂”

“东方石化通用设备总厂”，但老德
阳人习惯称之“大修厂”。来自东北
的它，是德阳地区建厂最早的企
业，为德阳成为日后全国闻名的

“重装之都”作出过卓越贡献。它经
历过三线建设的热火朝天，经历过

“5·12”大地震的地动山摇，看过世
间繁华。如今，因为独特的历史与
沧桑，它又成为新兴打卡地，成为
纪念一段历史的坐标。

大约 5 年前，我曾到过这里：
一栋栋高大的红砖厂房掩映在树
林中，机器的轰鸣、人声的喧嚣早
已消失在光阴的深处，没有了玻
璃的老窗子在风中嘎吱作响，声
声鸟鸣让老厂区显得更加寂寥。

时隔 5 年，当我再次来到这里，它
已经变得让我不敢相认了。

一条马路将老厂分成东西两
边。东边，是原来的办公和生活
区。如今，这里成了德阳有名的文
创产业园。咖啡馆、火锅店、篮
球馆、摄影馆、茶馆……曾经老
旧的红砖房打上了现代的印记，
这些老建筑焕发出独特的光彩，
充满怀旧的气息，吸引了大量年
轻人来此打卡消费。

随意走进其中一家，只见庭
院里种满各色花草，还有精致的
假山和水池。走进屋子，一股浓浓
的三线建设气息扑面而来：桌上
摆着老旧的黑白电视机和缝纫
机，墙上挂着老凤凰牌自行车，一
台老机床在白炽灯下闪着冷冷的
幽光……只有中央的鼓架、乐器
和旁边的吧台提示你：这是一个
酒吧。再往里走，几间老屋被改造

成了火锅店，墙上挂着关于二重、
东汽、东电等德阳标志性重工企
业的图片和介绍，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工具箱、旧设备及各种标
志性元素陈列其中，一脚踏入，仿
佛跌入了时光隧道。一桌人一边
吃火锅，一边唱老歌，其中有一位
白发老人眼角泛起泪光，似乎是
想起了火热的三线建设年代。

西边是原来的生产车间，这
里变身为德阳三线建设的博物
馆。老厂房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
国的老旧设备，成为万国机器博
物馆。走进一间老厂房，高大的拱
形结构呈现出浓郁的苏联式建筑
风格，全木人字形梁架透露出浓
浓的沧桑感。一台台机器静静地
躺在地上，阳光透过拱形的窗子
投射在满是铁锈的机器上，如同
照进一段斑驳的历史。如今，两座
苏联风格的老厂房已被评为德阳
首批挂牌历史建筑，以后将得到
更好的保护。

走出厂房，只见路边两株紫
薇枝干遒劲有力地伸向天空，树
皮已快掉完，枝叶却仍然繁茂，枝
头还挂满黑色的小果实。树干上
的铜牌显示，这株紫薇已有113年
了。我在这里踯躅良久，拍下一张
照片：前景，是一株茂盛的老紫薇
树，后面，是一座老厂的背影。百
年紫薇忠实地守护着老厂，相依
相伴，任凭岁月流逝，也不能磨灭
它们的生命力。

图为厂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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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四川德阳“大修厂”
曲 三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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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李大钊故居的学生为李大钊像献花。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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