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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法治力量传承红色血脉，积极推动

红色遗存常态维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教育

功能……山东省坚持军地携手、共同发力，走

出了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和传承的路子，既体现

了对历史的尊重和继承，对先烈的告慰和敬

仰，又彰显了保护红色文化遗存、传承红色基

因的责任担当。

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上，到处都有革

命先辈们留下的奋斗足迹。无数革命先烈洒

下青春热血，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址和史料

文物。其中既有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遗址名录，也有许多并不知名的红色

革命场所。这些红色文化遗存，承载着党和

军队波澜壮阔的历史，传承着革命先烈前赴

后继、舍生忘死、英勇战斗的强大精神基因，

蕴藏着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跋山涉水、

攻坚克难的制胜密码，是引领我们不忘来时

走过的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不可或缺的宝

贵精神资源，具有极为珍贵的政治价值、文化

价值和历史价值。

保护开发利用好红色文化遗存，对传承红

色基因、延续国家记忆、凝聚民族力量具有重

大意义。2017 年 1 月，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此 后《关 于 实 施 革 命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工 程

（2018－2022 年）的意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等系列法规文件陆续出

台，珍视革命历史、弘扬革命文化，统筹推进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各

地自觉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挺在前面、摆

上高位，积极创新红色资源保护工作，探索出

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推动红色文化遗

存逐渐实现有力保护、有序开发、有效利用的

良性循环。

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保护开发利用红

色文化遗存工作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坚持不

懈、持之以恒，呼唤军地同心、齐抓共管。这

就要求我们，在提高思想站位、广泛凝聚共识

的基础上，上下联动、一体互动，合力抓好红

色资源常态化保护和管理，切实让每一处革

命遗址都成为一座“精神富矿”，让每一个史

料文物都成为一个“精神坐标”，推动红色文

化遗存在新征程上熠熠生辉、永放光芒，照亮

脚下前行的道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

色文化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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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碑廊两面镌刻着抗日战争时

期 和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山 东 分 局 渤 海 区

55308 名烈士的英名，碑廊顶部为 5 个山

峰 状 造 型 ，寓 意 革 命 英 烈 精 神 重 于 泰

山。”丹桂飘香的季节，山东省滨州军分

区组织预定新兵来到渤海革命老区纪念

园参观见学。

巍然屹立的英雄群雕，生动刻画了滨

州军民并肩战斗、奋勇杀敌的精神风貌；

耸入云天的革命纪念塔，在秋日阳光的照

耀下迸射出璀璨的光芒，“像英烈那样去

战斗”成为准新兵们的共同心声。

“山东是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热

土，到处都有革命前辈奋斗过的红色足

迹，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址和史料文物。”

山东省军区司令员邱月潮介绍，“这些遗

址和文物是开展红色教育的生动教材，我

们有责任维护好、开发好、运用好，让红色

遗存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近年来，该省坚持红色遗存保护和传

承工作“两手抓”，划定保护红线，积极开

发利用，探索出一条具有时代特色的革命

遗存保护开发利用新路子。

建章立制——

保护红色资源有法可依

6 月 30 日，经过 200 多天的复原修缮，

位于阳谷县郭屯镇九都杨村的鲁西第一

个党支部纪念馆竣工开放，社会各界人士

慕名而来。这是该省用法治力量传承红

色记忆的又一成功实践。

据统计，山东共有 1800 余处不可移

动、9.4 万多件可移动革命遗存。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 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192 处，有烈士纪念设施 581 处，30

万烈士长眠于齐鲁大地。

许多分布在边远山区、穷困市县、偏

僻乡村的红色文化遗存，由于规模和体量

较小，长期以来存在着保护对象难确定、

保护手段难整合、保护资金难到位和认证

标准不统一、基础设施落后、保护机制不

健全等问题。

“强化法治思维，把红色资源管理保

护纳入法治化轨道。”在省人大牵头组织

有关部门开展涉军历史文化遗产实地调

研的基础上，经过军地研究论证，2020 年

11 月 27 日，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山东省红色文化保

护传承条例》，从法规制度层面理顺保护

体制、明确维护职能、强化保护责任、确立

工作标准等，立起了红色资源保护的“法

律盾牌”。

“条例的出台为红色资源实体保护

和精神传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而

且更能唤起全社会对红色文化遗存保护

的重视。”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石晓介绍说，该条例进一步明晰

了各级政府部门管理责任。比如由县级

以 上 人 民 政 府 建 立 红 色 文 化 遗 存 数 据

库，实行名录管理制度，对进入名录的红

色遗存实施重点保护，按照红色文化遗

存的产权归属来确定保护责任人，压实

管护职责。

为加大对全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工

作的统筹督导力度，前不久，由省委、省政

府分管负责同志牵头，省委组织部、省委

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退役军人事务

厅等 15 个部门联合签署合作服务协议，

每年召开一次工作会议，研究部署红色文

化保护传承重点工作；每季度汇总各部门

工作进展情况，不定期召开联络员工作会

议，重点研究、讨论、部署红色文化保护传

承工作任务。

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红色资源保护

工作进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良性轨

道。如今，全省 300 余处战争遗址、烈士

陵园得到了修缮维护；通过引入市场运作

机制，先后有 110 余家企业、100 余名个人

累计投资建起国防教育基地 125 处，建成

沂蒙、胶东、渤海、鲁西 4 个革命文物保护

片区。

常态维护——

擦亮红色资源精神底色

第 8 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济南市

钢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区直机关工委

的同志，来到棋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开展

相关纪念活动。

2020 年 4 月，省文化和旅游厅结合维

护工作实际增设了革命文物处，济南、潍

坊、济宁先后在市文化和旅游局增设革命

文物处（科），临沂市文化和旅游局增设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科。与此同时，他们配套

出台了《山东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总体规

划》《山东省革命片区保护利用三年行动

计划》等，不断完善常态维护机制，擦亮红

色资源精神底色。今年汛期来临之前，该

省提前预判情况，制定应急预案，组织全

省文物部门开展革命旧址险情排查工作，

对 80 余处存在险情的革命旧址进行临时

管护，及时排除各种安全隐患，受到社会

各界好评。

他们本着“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

则，指导各市结合实际把常态化维护活动

做实做细。烟台市成立了胶东红色文化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任组长，

将加强革命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列入全

市重要工作内容；威海市全面启动红色胶

东革命历史遗迹抢救保护利用工作，共梳

理红色遗迹 474 处，完成其中 123 处的抢

救保护；聊城市为解决红色资源管护经费

紧张、人手紧缺等问题，出台《聊城市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细化了烈士纪

念设施的申报条件及申报程序，规范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单位管理责任，明确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单位负责烈士史料、遗物征

集、展陈工作。

此外，他们充分发挥志愿者服务作

用，鼓励退役军人、烈士家属、专家学者

和 青 年 学 生 积 极 参 与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讲

解和日常维护等工作。目前，全省共有

1100 余支红色资源志愿者队伍，定期到

烈士墓地开展擦拭墓碑、拔除杂草等维

护 工 作 ，成 为 常 态 化 维 护 红 色 资 源 生

力军。

“守护有形的纪念设施，传承无形的

红色基因。”钢城区人武部民兵教练员亓

文柱深有体会地说，参加红色资源常态化

守护活动，能让大家在缅怀先烈过程中，

对红色文化遗存更加敬畏，保护行动更加

自觉。

在“红色守护”活动现场，里辛一中学

生李双双告诉记者：“安定的生活环境和

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

来的，我要倍加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传承好红色基因，当好

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开发利用——

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

“红色资源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承

载着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

牺牲和奉献，是我们赓续荣光、赢得未来

的宝贵财富。”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王磊

介绍，为让红色资源发挥最大教育功能，

他们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开展主题活动。该省结合建党

100 周 年 庆 祝 活 动 ，在 全 省 组 织 开 展 了

100 家革命场馆特色展陈、100 个红色故

事追溯历史、100 款红色文创展示推广、

100 家研学基地红色旅游、100 场演出传

承红色基因、100 条红色旅游线路培育打

造、100 个红色文化特色村创建评选、100

名红色讲解员讲述党史等系列活动，全方

位、多角度展示在党的领导下，齐鲁儿女

拼搏奉献、奋斗逐梦的精神风貌。

——创造文艺作品。他们支持和鼓

励各级文化艺术团体，先后排演民族歌剧

《沂蒙山》《中国梦·红嫂情》、吕剧《大河开

凌》、舞剧《乳娘》、话剧《起来》，复排京剧

《红云岗》《奇袭白虎团》等一大批优秀革

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出版 10 余类

200 余种红色书籍。去年以来，省军区政

治工作局组织编写了红色故事、战役实

例、英模人物等 6 种书籍，为深化党史学

习教育提供了宝贵教材。

——打造红色路线。该省共建成红

色旅游景区近百个，其中 A 级景区 49 个、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24个，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 18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 34 个，重点打造了 23 个红色旅

游研学主题产品、培育了 26个红色旅游项

目。目前，全省共分布 100 条红色旅游线

路，串联起了山东 16 市丰富的红色景点，

形成“红色+文化体验”“红色+党建教育”

“红色+乡村振兴”等八大体系，成为弘扬

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课堂。

——开设国防讲堂。近年来，他们注

重发挥老战士老功臣的“酵母”作用，深入

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各级依托 1200个关心

下一代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

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让老干部、老战

士、老英雄、老功臣、老模范“五老”当好红色

传承的“园丁”，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爱党爱

国爱人民的种子。据统计，“五老”共举办巡

回演讲800余场，直接受众达40万人次。

“红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红色基因

传承。越来越多的人在重温红色历史中

加深了对革命传统的认识，在感受红色文

化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省军区政治工

作局主任隋希波深有感触地说，下一步，

他们将继续配合地方加强文旅融合，推动

革命遗存保护，加强革命文物展示，充分

利用多种载体和手段，让革命遗存发挥出

更大的教育功能。

图①：抗日战争时期棋山战斗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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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微山县铁道游击队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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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华东革命烈士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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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广饶县《共产党宣言》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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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沂蒙山根据地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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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地，革命根脉向阳生
——山东省军地合力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工作的探索与实践山东省军地合力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李树超李树超 刘明奎刘明奎 本报本报记者记者 林林 琳琳

本期关注本期关注

②②

①①

⑤⑤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