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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用罐头盒、木材、马尾制作
出的胡琴会奏出怎么样的旋律呢？我
从未听到过，但我能感受到，它奏响
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昏暗窄仄的
坑道里无限的希望。

在抗美援朝纪念馆陈列馆的展
厅里陈列着一把看上去做工粗糙的
胡琴，它有一个意义非凡的名字“两
洲三国胡琴”，这把胡琴的特殊之处
在于，它是志愿军战士用中国的马
尾、朝鲜的木材、美国的罐头盒制作
而成。在条件艰苦的朝鲜战场上，志
愿军苦中作乐，自制了这样一把胡
琴，奏响了生命的旋律。这把胡琴生
动地体现了志愿军的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让他们在枪
林弹雨中，在炮火纷飞中，在饥寒交
迫中，在艰苦奋战中始终保持团结一
致。他们积极乐观的心态，犹如夹缝
中盛开的美丽花朵，坚韧而又灿烂。

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有
效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持久作战，在
朝鲜半岛250公里的防御正面构筑了
一道能防、能攻、能机动、能生活的以
坑道为骨干的坚守防御工事，战士们
叫它“无敌坑道”。坑里的生活十分艰
苦，坑道外炮火连天，坑道内物资匮
乏。但志愿军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
们发挥聪明才智，巧妙地利用战场上
各种资源、制作出了构筑坑道时所使
用的工具、生活用品和各种乐器；他
们凭借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用敌
人的飞机残骸和炮弹壳制作出了精
美的艺术品；在作战之余他们唱歌、
弹奏乐器、讲故事、演小戏，丰富生
活，鼓舞士气……中国人民志愿军在
战场上时时刻刻展现着英勇无畏的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51年的除夕夜，敌人连续投掷
照明弹，霎时间夜晚如白昼，可是战
士们却幽默地说“敌人给我们送来了
节日礼花”。我军用高射机枪打中了
敌人的一架飞机。这一次，战士们又

高兴地喊道：“敌人又给我们送来了
节日礼物。”战士们就是凭借着这种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战斗中勇往直
前、战无不胜。这种精神并不是盲目
的乐观，而是理性的自信。面对敌人
的优势，志愿军毫不畏惧，始终保持
着昂扬的斗志。

在上甘岭战役中，战士们更是将
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上甘岭
转入坑道作战后，坑道内条件极其艰
苦，当敌人看到志愿军利用坑道做掩
护，就加大对坑道的破坏。他们用飞
机、大炮对主要坑道狂轰滥炸，坑道
里不仅硝烟、毒气迷漫，还充斥着血
腥、粪便和汗臭的气味。不仅如此，为
了让坑道里的志愿军粮尽水绝，敌人
用炮火切断了五圣山至上甘岭前沿
的所有供给运输通道。在敌人炮火的
轰炸下，坑道里早已水尽粮绝，许多
坑道的志愿军战士每人每天只能分
到半块饼干，可是因为喝不到一滴
水，战士们口中没有唾液，饼干根本
咽不下去。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艰难困苦、始终
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最终赢得了上甘
岭战役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出了伟大的
抗美援朝精神。其中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体现的是对实现奋斗目标的必胜
信念和乐观的人生态度。烈火炼真
金，在时代发展的脚步中，我们每一
个人都会在逆境中迷茫，中国人民志
愿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教会了我
们如何逆流而上，这是他们为我们留
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攻无不克的制
胜法宝。

作为抗美援朝纪念馆的一名讲
解员，在宣讲美援朝历史的同时，
我会积极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把“两洲三国胡琴”等文物背后的
故事，讲给更多的观众，讲好中国
故事，讲好抗美援朝故事，讲好中
国人民志愿军故事。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
会。党的二十大在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成果，就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制定了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是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
的二十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阐述了新时代
10年的伟大变革及其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
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
的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
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确定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未来
5年的主要目标任务，对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推
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部署，为
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牢牢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开辟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只有牢牢把
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坚持不懈用这一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才能在世界激荡中站稳脚跟、行稳致远。

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理论伟力实践伟力

新时代 10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历史性成就
和历史性变革有力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伟力和实践伟力，诠释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战略正确、方针正确、目标科学，一系列原创
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了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当代
中国共产党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强
大思想武器。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统筹联动下，在新发展理念的
指引下，我们党着力解决了一系列根本性、全局
性、长远性问题，解决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有效满足了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推动了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更
加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始终坚持好、
运用好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
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的强大力量，落实到工作实践的各方面全过程。

深刻感悟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展现的
中国共产党强烈的使命担当和忧患意识

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
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
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
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两个务必”和“三个务必”都
是党在关键历史时刻发出的重要号召。“两个务
必”是面对即将夺取全国胜利后更伟大、更艰苦的
新中国建设的关键时刻对全党的告诫，“三个务
必”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对全党的新告诫。“三个务
必”是对“两个务必”思想的创新发展，体现了我们
党的优良作风一脉相承，体现了我们党强烈的使
命担当和忧患意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
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自我要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途光明，任重道
远。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坚持“三个务必”，才能更
好应对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好应对前进
路上的风险考验、艰难险阻，才能不断坚定历史自
信，增强历史主动，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打开事业发展
新天地。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展现出独特的历史特质与深厚的实践优
势。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
期稳定两大奇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
明特征和体制优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畏险阻、
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决心，体现了共产党人胸怀天
下的国际视野和伟大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
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现代化，蕴含着“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天下大
同”等优秀传统治国理念，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
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其他发展中国
家走向现代化拓展了途径、提供了选择。新时代新
征程，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本质
要求，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深刻领会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和
本质要求

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

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活力。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需要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
文化新辉煌，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引领
力、感召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
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人
民更加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华
民族“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的传统
价值理念，坚信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中国强，世界
会更和平。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走出
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成文化强国，国家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
好国家文化公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
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
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党的二十大
报告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擘画了蓝
图、指明了方向。

始终围绕大局服务大局，努力把文物工作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

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繁荣发展文
化事业的要求，主动将文物工作融入党和国家发
展大局。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统筹
好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保护好古
代与近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城乡
建设中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特
征，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和传统村落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努力
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带动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带动城市复兴和乡村
振兴。积极推动文物有效利用，促进文旅融合，推
动文物保护单位、世界遗产地、博物馆成为特色旅
游目的地，推出更多红色主题旅游景区景点，吸引
更多游客参与红色旅游，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
血脉，发挥好革命文物在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上）

昭君博物院，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昭君墓遗
址建立起来的民族地区专题性博物院，也是国家三级博物馆，
被誉为“草原明珠”，它深情讲述着昭君出塞佳话，永续着千年
文脉。

十年来，昭君博物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保
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明成果，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己任，在深化学术研究、创新遗址保护
展示手段、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化交流互鉴、博物馆建
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书写了文物博物馆
事业发展的辉煌篇章。

夯实发展根基 博物馆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为了更好传承、弘扬、保护和展示昭君墓遗址承载的独特
文化内涵和昭君文化研究成果，揭示昭君出塞在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建设一座现代化的与王昭君墓
遗址和谐共生的博物馆也被提上了日程。2017年内蒙古自治
区成立70周年之际，博物院改扩建项目（第四期）工程立项。项
目占地约280亩，总投资约8.5亿元。2016年5月，新馆（匈奴历
史博物馆）奠基动土，于2017年8月正式竣工。

作为呼和浩特市的文化新地标，新馆的建成开放，不仅昭
示着博物馆建设基础设备的更新迭代，更是创新文物、文化遗
产的保护、传播方式。从“参观”到“互动”，从文化“展示”到文
旅“融合”，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逐渐成为全

民共享的中华优秀文化“会客厅”。
这十年，昭君博物院不断推进特色博物馆建设，开启了创

建中国特色博物馆的新征程，秉承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积极加入内蒙古博物馆馆际联盟，搭建开放交流平台。努
力推进博物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设立“昭君博
物院理事会制度”，出台“昭君博物院理事会章程”，立足地域
优势，深度助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强化博物馆在地区发展中
的作用，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博物院实情的文物保护有效利用
之路。形成了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特色鲜明、功能完备的博物
馆事业发展格局，在奋力谱写新时代内蒙古博物馆建设新篇
章的发展进程中彰显昭君博物院力量。

创新展览 让文物活起来 展示好中华优秀文化遗产

十年来，昭君博物院的藏品数量和种类不断丰富，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在全国博物馆中独树一帜。在旧藏基础上，积
极拓展藏品征集渠道，进一步完善藏品体系，社会征集文物工
作成效显著，征集匈奴文物、汉代文物2317件（套），充分体现
了社会力量的参与。同时，也与考古机构深度合作，使考古成
果惠及于民，更好发挥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功能。

昭君博物院充分利用藏品优势，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让
文物活起来，为公众普及文物知识。积极配合国家重大文化建
设项目，配合《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谱（内蒙古卷）》编纂工作。
深入开展对藏品的研究整理工作，积极探索藏品为科研服务
的新途径，进一步提升库房藏品的利用水平。

2017年全面改造、全新升级的“昭君出塞”“匈奴与中原”
“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陈列展览对外开放，结合最新的学术成
果，突出重点精品文物，深入阐释文物故事，传承文化根脉，以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突出了文物的科普性、观赏性和趣
味性，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深化学术研究 赓续文脉 打造新型学术研究高地

昭君博物院始终坚持以学术研究立院，不断拓展中华文
明优秀成果的时空范围，深化学术研究，深入实施“昭君博物
院+”战略。为进一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提升以问题为导向的
跨学科研究水平，先后与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等区内
外高等院校和文博单位之间建立馆校、馆际交流机制，与中国
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等众多社会力量展开跨专业、
跨学科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依托昭君文化研究基地，频繁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定期举办全国性专题“昭君文化论坛”，同
时，整理出版了《昭君博物院》《历代昭君题材散文集》《昭君博
物院年鉴》等图书。

融入社会 服务大局 持续释放博物馆力量

这十年，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博物
馆与教育、科技、旅游等跨界融合，昭君博物院积极打造更多
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意蕴厚重、接受度高的中华文化符号和
中华民族形象，着力讲好昭君出塞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持续
释放博物馆公共文化力量。深入实施国家“旅游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计划”，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进“昭君出塞
和亲路”文化线路，以昭君文化为载体每年承办“中国@呼和
浩特昭君文化节”相关活动，“昭君和亲路”自驾游、“重走昭君
和亲路”文旅快闪活动等，有效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
流、深度交融。

科技支撑，推进数字典藏。昭君博物院“变体鸟形铜饰牌”
数字藏品全网公益首发，实现线上资源互通和共享，有效活化
利用文物，成为昭博文化传播新路径，实现了典藏从馆舍天地
走向公众时空的新突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宝贵资源，传播昭君文化，使各族群众共享看得
见、摸得着的博物馆资源数字化成果。

创新宣传教育载体，形成新媒体矩阵。创新宣传教育方
式，扎实推进“互联网+”行动，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微博、
抖音以及国家、省市级新闻媒体，形成新媒体宣传矩阵。与央

视、人民日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加强合作，参与制作
《与历史对话》《馆长请亮宝》《透过馆藏看青城》等文博节目，
在全国热播。同时，推出展览直播和线上文博讲堂“5G文旅互
动”“云游内蒙古”，沉浸式阐释昭君出塞佳话，开启了线上传
播新模式。

润物细无声 弘扬昭君出塞历史佳话 讲好中国故事

这十年，昭君博物院立足独具特色的典藏和高质量的陈
列展览，创新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分众化的公众服务，
向社会各界全方位展示昭君出塞历史佳话，讲好中国故事。

博物院切实践行“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的公共文
化服务理念，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博物院宣传
教育全过程，坚持博物院文化从收藏文化“殿堂”走向教育“课
堂”。坚持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贴近公众需求、融入学校教
育，创新开展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的博物院第二课堂。昭君博物院与市区的中小学、
高校之间建立了长期有效的馆校共建机制，使博物院教育与
学校之间形成了教育资源、课程资源、文物资源的共享机制。

十年来，博物院教育创新理念和形式，充分挖掘和整理典
藏文物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建立教育资源库，研发

“昭君出塞”“昭君文化大课堂”等系列精品教育课程；深度融
入国家民委组织实施的“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形成了“流动
博物馆”“昭君文化宣讲团”“昭博之友”等一批优质社教品牌；
结合传统节日，主题日，举办“我们的节日”“博物馆里过大年”
等丰富多彩文化体验活动。“昭博之友”志愿者成为昭君博物
院一道靓丽风景线。“流动博物馆”以昭博公开课、展览宣讲，
走进社区等方式常年服务社会公众。

积极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舞蹈诗剧《王昭君》以“昭
君出塞”佳话为基础创作，呈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
事，歌颂爱国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时
代气息，沉浸式体验的历史与文化，彰显文化自信。

新时代新征程上，昭君博物院将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为契机，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昭君
博物院所承载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和中华优秀文明成
果的历史使命，切实践行“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
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创新展览展
示，推进学术交流、让文物活起来，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昭君博物院新力量。

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 踔厉奋发铸辉煌
——昭君博物院这十年

包苏那嘎 李慧姣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李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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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坑道内演奏乐器 “两洲三国”胡琴

昭君博物院

新时代文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