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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合肥美丽的巢湖之畔，巍然屹立着一座造型独特、

气势恢宏的雄伟建筑。巨大的馆身犹如两艘并驾齐驱的战舰，

行驶在浩瀚的水面，99米高的胜利塔为它指引前行方向，寓

意“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扬帆起航。它就是渡江战役纪念

馆，1998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建设，

2009年开工，2012年11月28日正式对外免费开放，是国内

规模最大、收藏史料最全的纪念渡江战役辉煌历史的专题场

馆，以其特有的爱国主义教育特色和红色资源吸引了近1000

万人次前来参观学习。先后被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第一批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国家4A级旅

游景区、国家二级博物馆等称号。

2022年11月28日，渡江战役纪念馆喜迎开馆十周年。

十年来，渡江战役纪念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把红

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

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重要

作用，扎实做好红色文物征集保护和利用创新、红色史料研究

阐释、红色精神展示传播工作，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

教育效果，交出了一份群众满意的“红色成绩单”，取得了令人

振奋的成就。

活化党史学习教育
锤炼“红馆”党建品牌

渡江战役纪念馆充分发挥博物馆在爱国主义教育、红色
精神传承方面独特的优势，创建“红馆”作为支部党建品牌，下
设“红馆·党员宣讲队”“红馆·党员志愿者”“红馆·小主播”“红
馆·微党课”等子品牌。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渡
江馆后，为总书记现场讲解的讲解员石慧和其他“红馆”党员
宣讲队成员以《牢记总书记嘱托 传承好红色基因》《渡江精神
的人民“内核”》《百万雄师 千万人民》等为主题先后为机关、
高校、部队、社区、企业等宣讲90余次，受众达12万人次。“渡
江英雄马毛姐”红色宣讲志愿服务荣获2021年度全国学雷锋
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作为一线红色宣讲者，不仅
要讲好渡江故事，更要让广大游客明白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明白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
了中国共产党。我将继续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牢记总书
记殷殷嘱托，讲好渡江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石慧表示。

作为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渡江战役纪念馆积
极探索“互联网+党建”的新思路、新方法，利用博物馆丰富的
党建教育资源，精心开发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
船划出来的》《渡江战役——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等“微党
课”、思政课。其中，以上海解放为背景撰写的党史故事《送给
老百姓最好的见面礼》被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收录。《铁一般的
纪律》《人民的渡江，人民的胜利》两个“微党课”荣获 2019年
市直机关工委评选的机关党建工作“微党课”三等奖。渡江战
役纪念馆（安徽名人馆）管理处党支部先后荣获合肥市直机关
工委“过硬党支部”、中共合肥市委“先进基层党组织”、包河区
域化党建联盟“党建红地标”、合肥市直机关工委“十佳”党建
品牌等称号。

用足用好红色资源
锻造“渡江红色”品牌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哪！”“我盼到了活的何树森！”两位耄
耋老人紧紧握着手，久久不分开。这是 2018年清明节在渡江
战役纪念馆上演的一场迟到了67年的见面。2015年渡江老兵
朱宝松把自己在抗美援朝时期获得的慰问搪瓷缸和战友何树
森“牺牲”前交付给他的朝鲜纸币捐给渡江战役纪念馆，并嘱
咐纪念馆将这两件文物放在一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两名
战友的灵魂连接在一起。此外，朱宝松还委托纪念馆寻找何树
森的家人，完成战友遗愿。他们的感人故事不仅写进了讲解
词，还被纪念馆录制成《烽火岁月战友情》在自媒体平台播放。
在渡江战役纪念馆的努力下，2017年不但找到了何树森的家
人，还找到了活着的何树森本人！跨越60余年，两位渡江老兵
终得重逢。

渡江战役纪念馆在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做好研究阐
释、提高展示传播水平等方面下大功夫。扎实做好红色文物、
史料抢救性挖掘、宣扬、保护工作，开馆以来征集到渡江战役
相关文物、物品 850余件，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开
发党性教育课程 10余个，发表国家级学术文章 30余篇，考证
出“遗漏”的渡江烈士名单30余条，开发红色文化创意产品20
余种，与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安
徽农业大学等30余家军政校企单位建立共建关系，为厚植红
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打下了坚实基础。与部队共同开展学术
研究课题，深化军民红色文化合作的领域。2021年发起成立
首个长三角红色博物馆合作联盟，构建起一体化文化交流平
台，开创红色资源共享、人才共育、互惠共赢的新局面。2022
年由渡江战役纪念馆、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牵头，联合江浙沪
皖四地20家渡江战役相关的纪念馆、旧址、陵园，成立了渡江
战役纪念馆（地）合作联盟，通过学术研讨、展览交流、人才交
流等多种形式，汇集各成员优势资源，打造“渡江红色”品牌，
形成红色传播矩阵。

在提高展示传播水平上，渡江战役纪念馆构建了以基本
陈列为基础、临时展览为补充、巡回展览为延伸的展览体系。
基本陈列“百万雄师过大江”荣获第十一届（2013年度）全国
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优胜奖。“百万雄师过大江
——渡江战役史料展”“信仰的丰碑——红色安徽特工传奇”
等专题展览先后走进四川、重庆、上海、贵州、广东等6个省市
13个地区的博物馆，打破了馆际壁垒，有力提升了渡江馆红
色品牌影响力。“渡江一日”“天翻地覆慨而慷”“信仰的丰碑”
巡展相继走进学校、社区、部队、企业
等，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教育，传播革命者的
爱国主义精神，为广大
观众送去精神
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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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红色宣教形式
擦亮特色社教品牌

李侠（爬到窗口）：“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天快亮了，我等于看到
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

年仅4岁的儿子：“爸爸，抱抱我。”
李侠；“乖孩子，爸爸以后会抱抱你的。”
三人分离，妻子流泪！后出现枪声。
这是渡江战役纪念馆原创红色话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白的妻子带着孩子

在监狱对面阳台和李白最后一面的场景。2021年4月20日，以渡江馆展陈人物李白
烈士的真实事迹为素材的原创红色话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渡江战役纪念馆首次
公演，通过联通5G直播的方式让观众线上和现场同步观看到一场内容丰沛的红色
主题视觉盛宴。首场演出观众达20万人次，打造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红色党课。

现场是最好的学校，实践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为了更好地宣扬爱
国主义教育精神和革命传统文化，渡江战役纪念馆不断创新教育形式，通过“线上+
线下”的方式开展各类品牌教育活动和节日主题活动近400场，累计线下参与5万多
人次，线上浏览超140万人次。通过近年来的探索实践，渡江馆逐渐打造出数个经典
社会教育活动品牌。

“全能小民兵”系列社会教育活动以观众感兴趣的支前小推车、渡江木盆等文物
为依托，让参加活动的中小学生在体验穿草鞋、推小推车、划木盆送情报的过程中感
悟革命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军民团结一往无前”的渡江精神。活动内容丰富多
彩、类型多样，寓教于乐，包括“小小情报任务重 齐心协力向前冲”侦察活动、“争做
渡江第一船”皮划艇竞赛、“欢庆南京解放制作胜利奖章”“小兵向前冲”休闲棋游戏
等。其中“我为大军送物资”小推车体验活动,入选2015-2017年度中国博物馆青少年
教育课程优秀案例推介展示活动的优秀教学案例。“军民团结一家亲”课程入选“安
徽省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精品课程大赛”十个精品课程项目。“红馆小主播”将学校课
堂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相结合，采用少儿视角讲解馆内展陈人物或红色文物故事，
充当“线上主播”，讲好红色故事，传播革命文化。“红馆小主播”创办以来受到社会各
界的好评，并荣登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小讲解员志愿者培训班是渡江馆充分发
挥教育引导功能，为学生开设的素质教育第二课堂。自2014年起已成功举办8届，通
过理论学习和快板讲解两个环节的培训，加强学员们对革命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增
强口语表达及肢体语言的运用能力，培养社会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原创舞台剧

《我心中的渡江小英雄马毛姐》加深了观众对军民鱼水情的认识，再现了人民支前的
感人场面，填补了渡江馆情景互动式社教活动的空白。

以“互联网+”为导向
树立智慧数字品牌

在科技发展迅速、日新月异的今天，渡江战役纪念馆融入数字化、信息化进程，
保持向上发展空间。开馆后的三个月，渡江馆就开通了官方网站，制作了数字展厅，
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观展。2014年起，通过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博物馆+科技”的不
断创新、探索，渡江战役纪念馆先后建成客流量监控系统、语音导览讲解系统、智能
监控系统、无线WiFi系统、多媒体设备信息化管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测系统等，
成为合肥市第一批智慧旅游景区。2018年，渡江馆智慧+服务平台上线，包含业务管
理系统和微信公众号管理系统两个子系统，新增了参观预约、地图导航、服务建议等
功能。另外，游客在展厅扫码还可实现定位自助视频听讲和语音讲解。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渡江战役纪念馆切实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通过网站、
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媒体平台，引进虚拟展览、网络直播、微视频等新形式，使革
命历史教育在互联网上延伸，打破时空限制，让纪念馆真正“看得见、摸得着”。如话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次公演直播观看量就达 20万人次。纪念馆通过互联网将党
史宣讲传播开来，将渡江精神和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更多有信仰的年轻人。2021年，渡
江馆入选 2021 年度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红色基因库试点单位，充分利用
VR、XR等高科技手段将展馆中的已陈展物品通过数字化影像制作展示在三维建模
的数字空间中，不断提高革命文物资源的智慧化、数字化水平，优化“声光电”多媒体
互动体验，将纪念馆完整真实地展现给观众，带给观众“沉浸感”体验。

拓展阵地服务深度
铸造场馆质量品牌

渡江战役纪念馆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加强
全民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为己任，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

讲解服务高质量。紧抓讲解员队伍建设，打造了一支积极向上、朝气蓬勃、业务
水平高的宣教队伍，曾获“青年文明号”称号。十年来讲解总量高达6万余场，其中免
费讲解量已突破2万场。讲解员积极参加国家和省市各级讲解大赛，屡夺桂冠，频获
殊荣。圆满完成全国最高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推介会、北京展览馆“奋进新时代”
主题成就展、合肥国际文化博览会等外派讲解任务，为纪念馆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是
一支真正的“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红色娘子军。

参观环境高质量。以创建 4A景区、国家二级博物馆为契机，大刀阔斧地实施全
方位的综合建设整治。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让观众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享受
到舒适的参观环境。加强对硬件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提高观众满意度。在软件上，
开展各项服务标准化的细化与深化工作，积极组织一线人员比服务、比技能、比创
新，完善内控制度，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树立了一个管理规范、文明有序、
设施完善、服务优质的渡江新形象。近年来，渡江馆统筹疫情防控和开放服务，提升
便民服务能力，解决“预约难”“进馆难”等问题，在安徽省内率先实现预约码和安康
码合一校验；开辟学生团体“研学通道”，实现线上预约、审核；开通特殊人群登记通
道，专人提供登记和核验服务，极大方便了广大市民游客和学生团体参观。

安全生产高质量。渡江馆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定期开展职工安全培训、安全
大检查，按计划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在充分保证馆内文物安全、游客安全，零安全事
故的基础上，着力培育安全文化，举办“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活动，在全市率先发起

“合肥市公共场馆安全论坛”，成功发起并承办合肥市首届“渡江杯”文博单位消防技
能大比武等，开创场馆安全合作新常态。2022年，在全省文博系统首家创新建成渡江
馆一键报警可视化系统，报警视频直达公安平台，公安迅速出警，大大提升了渡江馆
安全防范能力。通过近些年的开拓和实践，渡江战役纪念馆逐渐形成了“弘扬安全第
一、履行社会责任、发扬大馆担当”的安全初心使命，也荣获诸多荣誉。率先获评“合
肥市安全文化示范企业”“二级安全标准化示范企业”，连续两年被评为“消防安全标
兵单位”，连续6年荣获“安徽省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笃行不怠向未来，砥砺奋进再出发。面对新时代的新考验，渡江战役纪念馆将立

足新起点，乘势而上、开拓进取，坚决扛起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政治责任，深入挖

掘革命文物蕴含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加强革命文物数字化展示，持续推动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用好各类媒体、网络平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切实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潮”起来，让红色基因、红色血脉、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执笔：张秋红）

“我为大军送物资”小推车体验赛

讲解员走进学校开展宣讲

渡江馆原创舞台剧
《我心中的渡江小英雄马毛姐》

扬帆起航

小讲解员志愿者国庆文艺汇演

2021年4月20日，渡江战役纪念馆红色话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次公演

小讲解员志愿者培训班汇报演出

跨越60余年，老兵喜相逢 “小兵向前冲 趣味迎国庆”活动

讲解员送宣讲到基层

渡江战役纪念馆广场五前委群像渡江战役纪念馆广场五前委群像

远眺渡江战役纪念馆

胜利的风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