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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铁扫把”花开芬芳，
即将出锅的羊肉鲜香四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
明安联合旗 （简称达茂旗） 满
都拉镇北疆民俗餐厅里，游客
正品味草原美味。2021 年，北
疆民俗餐厅正式开业，在日常
经营的同时，还承接了红色旅
游团体用餐。

“过去都是各嘎查自己组织
经营红色旅游相关项目，不仅
规模较小，也没有形成体系。
现在，在达茂旗委组织部的统
筹下，25 家驻边单位党组织共
同组建了非建制性联合党委。
依托这一平台，达茂旗全面梳
理整合各类资源，积极争取资
金、启动项目，同时聘请职业
经理人运营项目，助力抵边嘎
查集体经济增收，让农牧民生
活越过越红火。”北疆联合党委
书记、满都拉镇党委书记马治
中说。

近年来，达茂旗立足红色
旅 游 资 源 禀 赋 ， 传 承 红 色 血
脉，赓续红色基因，精心打造
了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展
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实践基地、套马沟田园综
合体、北疆红色教育基地等一
批特色鲜明的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形成了“党建+红色旅
游”精品线路，让红色资源转化为“金色效益”。

“当年因为南方受灾严重，我的母亲来到达茂旗的一户
草原牧民家庭，成为‘三千孤儿入内蒙’故事中的一员，
是草原额吉的怀抱养育了她。如今，我要延续她的心愿，
用实际行动回报草原的哺育之恩。”在巴音敖包苏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展厅中，巴音花嘎查“两
委”委员嘎布日其其格正向前来参观的游客动情讲述母亲
的故事。

牧民其木格的牧家乐小院中，商品琳琅满目，奶皮
子、奶豆腐、奶酪、奶油……经过特殊制作后，醇香的鲜
牛奶在游客手中“变”成了品类繁多的奶制品。其木格高兴
地说：“来我们这儿的游客不仅可以体验传统奶制品制作，
还能选购特色商品。红色旅游发展起来后，游客越来越多，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钱袋子一天比一天鼓哩！”

依托红色、传承红色、发扬红色。2022年，巴音敖包
苏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成后，不仅
让“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动人故事走进
每一位参观基地的游客心中，也带动了周边农牧民致富。
自基地建成以来，巴音敖包苏木集体经济增收 11.75万元，
有效提升了农牧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据了解，今年以来，达茂旗各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累
计开展各类班次及主题党日活动 438 班次，培训 1.8 万余
人。达茂旗把红色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实现了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发展，推动红色教育做大做强。

下图：达茂旗牧民为游客制作奶制品。 沈 玥摄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孙丽萍） 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
馆等在内的上海41家场馆，日前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市革命
场馆联盟。

据介绍，上海市革命场馆联盟成立，旨在打响红色文
化品牌，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统筹利用革命文物资源，同时
还将推动红色场馆与教育机构展开深入长效合作，让“思政
小课堂”融入“社会大课堂”。

革命文物、红色电影、红色歌曲……上海市革命场馆
联盟成立伊始就研发了15节主题丰富、特色鲜明的精品思
政课程，将于9月开学季送入上海中小学校园。

上海市红色资源联合目录数据库27日亦正式推出。据
悉，上海市红色资源联合目录数据库由上海市红色资源保
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
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共同建设，依托上海图书馆数据
库，整合上海市革命场馆已有数据资源，具备统一检索和
多维展示功能，让上海红色资源在云上“一键可达”。

上海市革命场馆联盟成立上海市革命场馆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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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带着孩子参观江西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袁 骏摄 （人民图片）

旅客在“南湖·1921”红色旅游列车旁拍照打卡。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暑期，不少游客来到贵州遵义会议会址感受红色文化，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图为游客在遵义会议会址游览、拍照。 新华社记者 刘莲芬摄

“这是用生命和鲜血浇
铸的民族精神，历史需要
有人去讲述”

2000 年 9 月，田悦慧师范毕业后经
过层层考核被选聘到山西八路军太行
纪念馆工作。住的是屋顶只裱糊着一
层黄麻纸的土房子，吃的水需到 500 米
外用桶提回来。这都不算什么，难的
是，面对着一张张发黄的照片和一件件
破旧的革命文物，如何和它们进行穿越
时空的对话？田悦慧感到无助、苦恼，

一度萌生了要离开纪念馆的念头。
一群特殊来客彻底改变了田悦慧

的想法。那是一批白发苍苍、步履蹒
跚，却风骨依旧、不失血性的老八路，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在参观过程中
反复问着相同的问题：“孩子，你看，这
个地方我去过，这场战斗我打过，这是
我的首长，那是我的战友……他们早早
地牺牲了，而我还活着！你说，再过几
年、几十年，还有人记得他们吗？”田
悦慧一时语塞。“老八路浸满泪水的眼
睛满含期待，分明是要告诉我：这是
用生命和鲜血浇铸的民族精神，历史需
要有人去讲述！”

“上至七八十岁的老
人，下至小学生，为什么都
愿意来馆里参观，来接受
红色教育、了解党的历
史？我在讲解员岗位上找
到了答案”

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锦江河
畔、正龙街对岸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
馆，是广东省内唯一一个以纪念红军
长征为主题的纪念馆。红军长征途经
粤北并停留 21 天，在这里撒下的革命
种子、流传的英雄事迹，成为这片红
色热土永恒的精神财富。如今，人们
来到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回望那段光
辉历史，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

“讲得真好，谢谢你把这段历史讲
给我们听。”对于谭慧娴而言，这是对她
讲解工作的最高褒奖。来纪念馆参观的
观众各年龄段都有，“上至七八十岁的
老人，下至小学生，为什么都愿意来馆
里参观，来接受红色教育、了解党的历
史？我在讲解员岗位上找到了答案”。谭
慧娴介绍，每当讲到红军长征的艰难历
程，爬雪山、过草地，“红军由长征出发
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

“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
血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时，总
会有观众眼泛泪花，频频点头。“铭记革
命先辈们的丰功伟绩，珍惜现在来之不
易的幸福生活，每一位参观者离开纪念
馆时，都会更加坚定这一想法吧。”

“我们讲的不是一个个
简单的故事，而是一种精
神，一个信仰，一份深藏于
中国人心中的红色情怀”

穿上军装是徐怡从小的梦想。她尚
在襁褓中时，曾被军医救过命。成长过
程中，她始终忘不了那一抹橄榄绿，也
曾立志报考军校，却未能如愿。大学毕
业后，她来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解放
一江山岛烈士陵园工作，终于穿上军
装。“对我而言，这也是圆梦。”徐怡说。

随着对那段历史了解的深入，徐怡
常常在思考：到底是什么让即将退伍的
老兵毅然决然地奔赴一江山岛？到底是
什么让吕有库烈士在腹部受伤、大量失
血的情况下坚持作战 6 分钟？到底是什
么让 90 多岁的“烈士营长”陈士勤老人
每天来陵园看望战友？“我们讲的不是
一个个简单的故事，而是一种精神，一
个信仰，一份深藏于中国人心中的红色
情怀。”徐怡说，“讲解员要在观众和历
史间搭一座桥，让观众走进历史，认识
英雄，感悟精神。”

“讲解员相当于半个历
史老师，既要尊重史实，
也要讲出红色故事中蕴含
的红色精神”

“讲解党史、新中国史、红色故事等

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我想，讲解员相
当于半个历史老师，既要尊重史实，也
要讲出红色故事中蕴含的红色精神。”
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讲解员李思宇
以此标准要求自己。向青少年讲好红
色故事，成为她重要的工作内容。李思
宇和同事们一起，与兴安盟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座谈，拟定兴安盟中小学生
研学课程开发和未来合作发展规划的
相关内容，组织开展“追忆伟人事迹 共
述少年之声”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
小小讲解员红色主题研学活动，让更
多青少年牢记历史，学习革命先烈事
迹，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精神。

入选五好讲解员后，李思宇对自
己有了更高的要求，要和同事们一道
用心用情用力讲好红色故事，让人们
更好地体验红色之旅、了解红色历史、
感悟红色精神，让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
馆成为常学常新的社会课堂。

“红色故事不会过时，
但讲好红色故事的方法需
要与时俱进”

“和过去相比，我们的舞台更加广
阔。”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讲解员杭
垚自豪地说，“除了所在场馆，我们还
可以在大中小学、街道社区、企事业
单位等以及主流媒体、‘两微一抖’等
新媒体平台上讲述红色故事，传承革
命纪念地承载的红色基因。”做讲解员
已有 8 年，杭垚深切地感受到，如今，
红色场馆讲解员不仅是一份受人尊重
的职业，也是一份令人向往的职业。

“这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文博
行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

杭垚至今记得初入行时，一位观众
对她说：“小姑娘，你的年纪不大。如果
你对上海多了解一些，再多一些人生经
历，一定会讲得更好。”“每一次都讲得
更好”成了杭垚的目标。随身携带记事
本，随手记下心得感想；梳理故居的红
色资源，提炼出更多打动人、感染人、激
励人的红色故事；用更富创意的讲述方
式，打开故居里的红色记忆；用好网络
资源，制作出接地气、易传播、群众爱听
爱看的优质短视频和观众爱来、同行点
赞的教育活动……“红色故事不会过
时，但讲好红色故事的方法需要与时俱
进。”杭垚坚信这一点。听了她的讲解，
有观众说“宋庆龄不再是书本上的名
字，她是一个鲜活的人”。

“讲解员这份工作，入门很简单，只
要把讲解词背熟，准确传达给观众即
可。但要做得出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谭慧娴给自己提出了“沉得住、
写得出、讲得好”的要求：沉下心，研究
讲解内容，挖掘历史背后的故事；能将
自己掌握的故事，重新总结梳理，转化
成文字，更好地传达出来；针对不同观
众，因人施讲、因需施讲，准确无误地呈
现每一个红色故事，引起观众共鸣。

题图：游客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二十四道拐”
抗战公路遗址观赏。

刘朝富摄 （人民视觉）

红色旅游讲解员

“在观众和历史间搭一座桥”
本报记者 尹 婕

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
联、中国关工委近日联合印发《用好红色资源 培
育时代新人 红色旅游助推铸魂育人行动计划
（2023—2025年）》，将力争利用三年时间，针对青
少年打造百堂红色研学精品课程，推出千条红色
旅游研学线路，开展万场红色旅游宣讲活动，覆
盖全国上亿大中小学师生。

近年来，红色旅游已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
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的重要社会课堂。

在各红色旅游点从事讲解工作的讲解员们努力
当好红色故事的讲述者、红色文化的传播者、
红色精神的诠释者。截至目前，文化和旅游部
共选拔出306名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这些
政治思想好、知识储备好、讲解服务好、示范
带头好、社会影响好的讲解员，将为各地红色旅
游高质量发展、助推铸魂育人贡献力量。本报记
者采访了其中5位讲解员，听她们讲述与红色旅
游相关的故事。

日前，“红色江南——长三角党史纪念地巡礼”展览在
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开幕。图为观众在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