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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共建
遗址活化成为党史学习新阵地

熟悉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革命的许多“第
一”都诞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部土地革命法、
第一所红军医院、第一所红色军事院校、第一家红色兵
工厂、第一个红色贸易部门、第一家红色造币厂、第一
次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第一次提出“三大纪律、六项
注意”等。

九十多年过去，当年的革命场所虽然早已成为旧址
遗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模不等、保护等级不同
的革命文物，因为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高、数量多、维护较
完好、红色文化积淀深厚、主题鲜明等特点，成为弥足珍
贵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游客在领略湖光山色之时，可以
寻访点缀在青山绿水之中的红色胜迹，了解其独特的革
命遗址、纪念物及先辈的革命事迹，身临其境地感悟当
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先辈崇高的革命精神。

然而仅仅靠一些旧址内“一张凳子一张床，踏花被
子夏布帐”的“原生态展示”以及“一群小姑娘，身着红衣
裳。举着导览旗，随手指方向”的“浅谈历史”，这类简单
的展陈内容和讲解方式难以满足观众的需求。

拿什么给大家看？用什么方式来展示这些催人奋进
的革命文物？如何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基于以上思考，井
冈山革命博物馆确立了试点先行，活态化利用革命文
物，让原本高冷的革命文化为时代之需服务，进而融入
大众生活的行动举措。

2014年初，井博与井冈山市政府合作，积极引进社
会资本，在当年红军的练兵场所——步云山练兵场旧址
开发“井冈练兵”体验教学项目。

该项目由政治学习、沙场点兵、保卫井冈三大部分
构成。其中，“政治学习”以步云山练兵场的历史背景为
切入点，通过互动方式回顾当年红军的政治学习课。

“沙场点兵”设置了投弹、打靶、刺杀、爬杆、单杠、石锁
等红军的练兵项目。“保卫井冈”则充分利用步云山练
兵场的地形地貌，以真人户外军事竞技活动模拟当年
黄洋界保卫战的战斗场景。整个“井冈练兵”体验项目
既实景还原了当年红军练兵的历史场景，又融入深受
年轻人喜爱的素质拓展活动元素，让学员们在体验中
理解历史，锤炼领导力、意志力和团队协作力，探索出
将红色教育与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练兵有机结合
的教学新模式。

项目建设于当年12月中旬完工，一星期内即迎来首
批体验团队——来自井冈山红色教育培训学院的200位
青少年。经综合研判，除个别教学互动细节方面需要进
一步打磨外，其余反响良好。

昔年战争地，今日演兵场。在示范项目的带动下，以
革命旧址遗迹为背景的多个景区和乡村纷纷联手打造

“野战训练营”“火种特训营”等以井冈山红色拓展、军事
拓展为目的的大型营地。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对于观众的持续吸引力并非只
依赖于响亮的招牌，而是“利用井冈山及周边地区丰富
的红色资源优势，采取独具特色的‘红色体验教学’，把
封闭的理论小课堂和开放的红色大课堂相结合，让红色
资源活起来、火起来，这是新时代青少年对革命文物所
乐见的样子。”红色培训的资深从业人员如是说。

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井博
人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功经验，继续探索新的工作
方式。一方面，为适应新时代党史学习教育及研学培训
受众的需要，组织专业人员按规定为相关单位和相关
活动提供井冈山斗争史资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
大学、上海历史博物馆、中国印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
院、董必武后代等十多家单位和个人提供照片、档案和
资料等。根据井冈山管理局主要领导的要求，派员前往
郴州、耒阳、株洲等地收集井冈山斗争时期牺牲的烈士
资料。同时，为所辖红色景点撰写多套不同版本有内
涵、有深度、有力度的讲解词，使更多的观众能够在井
冈山探寻道路之源，感受力量之魂，激发奋进之力。另
一方面，要求“井冈练兵”体验教学项目在满足基地教
学需要的基础上，面向全社会开放，使之成为社会公众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员工练兵的
阵地。

活态传承红色文化
让井冈山国保更出彩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井冈山，天下第一山，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精神的诞生地。

一山一精神，一水一文化。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和燃烧不熄的革命文化，刻印在八百里罗霄

的崇山峻岭中，生长在遍布全市各个角落的一幢幢的泥墙瓦屋里，珍藏在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

堂和雄伟壮观的革命博物馆内……

如何将这些独特的革命文物资源形成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让更多的后来人接受红色文化

熏陶，让其中蕴含的力量直抵人心，甚至把它转化为教育实践资源，推动革命文物资源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都是实现红色文物资源有效保护和持续发展亟待解答的问题。

近年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在尝试中实践、在实践中创新。以自我革命的精神，积极引进社

会力量参与文物资源的共建共管；与科技联袂，依托现代科技盘活革命文物资源；悉心培育红

色文化传承人，活态传承红色文化和红色基因。让承载着革命先驱坚如磐石的忠诚信仰、诠释

了一代杰出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使命担当、令观者无不肃然起敬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

新焕发活力，进而“破圈”出彩，在历史的长河中愈加璀璨。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家
杨国辉指出，信息时代，谁的故事能打动人，谁就能拥有
更多受众、实现更好传播。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传播的
效果直接取决于讲故事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选择什么
样的故事载体、采取什么样的讲故事方式。

针对目前井冈山的文化遗产展示仍然多以静态为
主，与受众互动有所欠缺的现实，井博人决定在新起点
上勇敢“触电”。

一是用现代科技赋能，让文创产品传递井冈声
音。为了让革命文物与现代科技相互交融，早在 2021
年 11 月，井博就着手与设计公司对文创产品方案进
行磋商并提出建议，对文创产品的精神内核、文化元
素、销售渠道、版权问题等逐一确认。目前正全力配合
设计公司收集素材，文创产品的策划和生产正在按部
就班推进。

二是运用数字化技术，让革命文物为乡村振兴助
力。通过采访收集大井村、上小井村、下庄村、行洲村等
红色名村的历史资料，对地域历史资料进行丰富和完
善。做好红色故事的讲述工作，顺利完成展馆与 8处重
要旧址旧居场景信息采集，10个红色故事拍摄，400多
件三维文物、平面文物、书籍类文物信息采集和10余万
字的文物档案编辑。充实馆内藏品档案，为深入研究井
冈山斗争史提供丰富的文物和历史资料，更为推动红色
名村建设贡献力量。

三是实施多样化教学，让红色文化的魅力经久不
衰。通过科技创新赋能，让受众从视觉、听觉、触觉多维

度感受革命文化遗产中隐藏的知识和奥秘，进一步让文
化遗产焕发生机，使之成为红色记忆的展示载体。2022
年秋季，红色宣讲团成员通过PPT、视频等方式对大井
旧址、黄洋界、八角楼、龙江书院、茨坪革命旧址群、小井
红军医院等红色景区进行示范讲解，让讲解人员熟悉讲
解技巧和重点，重温当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同时通
过互动和情景参与，再次感受老一辈革命家饱满的战斗
热情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宣讲活动更是在井冈山市迅速
兴起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的热潮，为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了良好氛围。

正是有了守正创新抓机遇、锐意进取开新局的勇
气，近年来，井博人先后完成了“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八
角楼革命旧居旧址群——实事求是闯新路”等省市级课
题研究。共获得三项专利，包括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红色
基因数字资源库系统V1.0、一键式自动化物体光栅三维
扫描与建模系统V1.0、井冈山革命博物馆AR探索游戏
软件V1.0。其中，在研究成果数字化方面，还获得了文化
基因库展示及管理平台V1.0专利，另外还参与了《博物
馆公共文化服务规范 讲解服务》的制订。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初夏，为配合井冈山天街开
启“沉浸式”夜游项目，井博还把以井冈山斗争历史为题
材的视频投影到地处天街商业中心的一栋旧址外墙上，
使旧址与视频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与挹翠湖水幕
电影的内容互为补充。此项目一经推出，即成为井冈山
夜游的新亮点，更成为观众寓学于游中接受红色文化教
育的好去处。

现代科技赋能 沧桑国保实现华丽转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由于敌人对根据地实
施严密的经济封锁，加上当地自然地理条件所限，红军
的物质生活资料极其匮乏。没有饭吃，南瓜野菜当粮；没
有鞋穿，苎麻稻草成履……虽然条件艰苦，红军将士却
能苦中作乐，“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
得精打光。”彼时传唱的这首歌谣唱出了生活资料的匮
乏，也唱出了红军将士对实现奋斗目标的必胜信念以及
积极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许许多多的观众感动于
当年的故事，更钟情于这些红色歌谣。

出于对红色旅游市场的敏锐，井博在早年就聘请红
军后代江满凤为茨坪毛泽东同志旧居“情景再现”工作
人员，专职演唱红色山歌。获得成功后，又招揽省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平梅、林长青
等，共同诠释井冈山革命文化。

井冈山革命烈士谢桂标的后代陈平梅和她女儿余
梓洋，在井博的大力支持下，常年在博物馆展厅和红色
景区义务宣讲、讲解。在积累了丰富的宣讲经验后，井
博积极推荐她们参加各类文化赛事，并多次在馆刊《摇
篮》刊载其文章，并为陈平梅执笔的《井冈红谣》一书提
供资料。

2022年，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帮助下，陈平梅的
《井冈红谣（2）——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歌谣集》一书
成功申请《江西红色文库》出版资助项目。该书共收集、
整理了 175 首红色歌谣和背后的故事，里面还有近 30
首在红军队伍中传唱的“汤头歌”，包罗 300 多种草药
和几十个药方，是一份反映当年红军行医用药的重要文
献资料，真实展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红军医
疗条件的侧面。

大家或许更熟悉在革命文化遗存中亮相的陈平梅
母女，听众经常会被她们的演绎打动：“听陈平梅的红
歌，心中会漾满别样的情怀，听余梓洋的故事，却忍不住
泪如雨下。”观众和学员的好评、社会各界的认可，成就
了陈平梅和余梓洋，也擦亮了井冈山文化遗存的名片，
并为陈平梅成为全国革命文物“百佳讲述人”、余梓洋成
为“全国好少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林长青是还原井冈山时期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本色
的另一位非遗传承人，也是井冈山“草鞋课堂”的创始
人。这位 80后女子原本在井冈山从事旅游服务及红色

培训工作，耳濡目染最多的便是红军故事。
作为土生土长的井冈山人，林长青深知草鞋是山区

居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劳动用鞋，是老井冈山人的生活写
照。当年她的老祖父还在井冈山教过毛委员打草鞋，这
正是她与红色历史的不解之缘。“脚穿草鞋跟党走，刀山
火海不回头”“打双草鞋送红军，一路征程一路歌”……
这些振奋人心的红色歌谣说明，一双双草鞋不仅体现了
红军英勇无畏的战斗决心，也代表着亲如一家的军民鱼
水情。

在创办“草鞋课堂”之初，林长青分享了《彭德怀回
忆录》中的一句话，“现在革命胜利了，可以穿皮鞋了，但
做人不能忘本……穿皮鞋也不能忘‘草鞋精神’！”受此
鼓舞，她决定传习祖传手艺，延续红军草鞋的生命。她这
样解释道：“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不
缺，欠缺的是一种精神。”

2022年，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西省文物局主
办，江西省博物馆学会、江西省博物馆承办的 2022 年

“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西主会场活动中，林长青与一名
井博讲解员共同上榜 2022年全省博物馆文创直播十佳
主播，其主推产品便是“星火燎原商务笔”和“草鞋”。

“穿红军草鞋，走胜利道路。”自2018年5月，井博开
始为林长青提供革命旧址场地。迄今为止，她已服务近
10万余名青少年及学员，同时还和博物馆共同参加井冈
山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助力冬奥会中华冰雪文化活动
以及“文旅中国·百城百艺”活动以及 2021中国红色旅
游博览会、2022江西省非遗宣传下乡汇演等实践活动。

2021年 9月起，林长青在博物馆的协助下，共同打
造井冈山天工物坊非遗文化课堂。不仅被江西省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遴选为该集团井冈山培训基地非遗实践课
堂，还建成了半亩方塘草鞋作坊等活动体验点。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相信在井冈
山革命文化所蕴含的“红歌”和“草鞋”精神的辉映下，井
博人一定能更好地活态传承红色文化，更好地让红色文
化赋能、红色教育蓄能、红色精神聚能，从而让红色资源
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执笔：何小文）

非遗文化传承 革命精神绽放新时代光芒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大井毛泽东同志旧居

红四军军械处 井冈山《土地法》

《井冈山土地法》

茨坪新遂边陲特区公卖处

小井红四军医院旧址

毛泽东、朱德同志会见旧址

红军造币厂

湘赣边界的“一大”旧址

八角楼毛泽东旧居

茨坪毛泽东同志旧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