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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物活起来
将革命文化传下去

近年来，农讲所纪念馆利用自身特色优势，紧跟时代主
流，在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的同时，推出了内容丰富
的主题展览，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进一步擦亮了特色
文化品牌，通过不断释放文化引力，将自身建设成广东省极具
代表性的红色地标，为弘扬传承优良革命传统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贡献了“农讲所力量”。

农讲所纪念馆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四路 42号，是依托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建立的国家
二级博物馆。自 1953年成立至今，农讲所纪念馆已走过 70年
历程。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农讲所人一直致力于文物的保护
传承与活化利用，举办展览、征集文物、调查走访、深耕农运研
究，一步一个脚印，默默耕耘，笃定前行。

一直以来，农讲所纪念馆都将旧址保护作为重要基础工
作，加强统筹规划，完善保护体系，健全管理机制，坚持日常保
护管理与专项保养维护相结合，预防性保护和抢救性保护相
结合，文物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整体保护相结合，扎实推进旧
址的保护管理。

“为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我们开展了
包括制定旧址保护与利用三年行动计划、开展旧址环境振动
监测项目、开展旧址东斋东墙石碑保护项目、启动文物数字化
保护利用项目、建立白蚁监测预警系统、实施旧址红砂岩墙基
及建筑构件保护工程、推进旧址古建筑保护维修项目在内七
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农讲所纪念馆副馆长雍玲玲介绍。

农讲所纪念馆一直致力于近现代革命文物和古代学宫科
举文物的收藏、保护、展示、宣传、教育、研究等工作。目前，农
讲所纪念馆有藏品6000余件（套），质地涵盖纸质类、织物类、
证章类、陶瓷类、杂项类及油画等。根据目前公布的第一批《广
东省革命文物名录》显示，广东可移动革命文物4544件（套），
其中农讲所纪念馆有1052件（套）藏品列入该名录，占比2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物是农讲所纪念馆收藏的重点。

同时，为了充实馆藏，推进收藏体系建设，农讲所纪念馆
每年通过购买、接受捐赠等途径征集藏品。据了解，每年年初，
农讲所纪念馆都面向社会公开发布藏品征集公告，征集符合
农讲所纪念馆征集方向与范围的藏品，重点征集农讲所历史
相关的近现代文物、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方面的实物和史料
以及与学宫、科举等传统文化和近现代教育相关的文物等，也
根据年度重大展览、重要活动进行特定专题征集。

“近 10年来，纪念馆征集到文物资料共计 987件（套）。其
中，1925年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1927年2月《做什么》
第二期、1941年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康富成牺牲时所骑马匹的
马褡子等文物资料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雍玲玲表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数字化方式记录和存储
博物馆藏品信息已成为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使命和趋
势。2021年，农讲所纪念馆启动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项
目，包括文物信息资源数字化、藏品管理系统、文物数字化保
护利用平台等；2022年，农讲所纪念馆完成馆藏文物的数字化
采集工作，对平面文物进行二维数字化转化，其中100件珍贵
文物还做了精确三维数据采集，为文物的数字化存储、数字化
展示、综合研究保护等工作提供原始数据支撑。

“这极大地促进了文物藏品安全和健康，实现文物和信息
资源的科学管理、传播和利用，也为智慧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
奠定了基础。”雍玲玲说。

因在文物资源保护研究、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方面成绩突出，农讲所纪念馆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
史教育基地，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国家 4A级
旅游景区，广东省、广州市党员教育基地，广东省、广州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等。

打造精品陈列
发挥红色文化弘扬主阵地作用

1926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证章、大革命时期第六
届农讲所学员霍世杰戴过的瓜皮帽、大革命时期第六届农讲
所学员崔筱斋烈士用过的手表……农讲所学员文物资料是农
讲所纪念馆的特色馆藏之一。

一直以来，农讲所纪念馆都非常注重收集农讲所教员、学
员的相关资料，现有学员资料700余卷，约100万字，大多为20
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整理而成的。近几年，农讲所纪念馆继
续积极与学员后代联系，前往河南、北京、内蒙古等地征集到
学员文物资料百余件（套），进一步丰富了馆藏藏品资源，为业
务研究和陈列展示打下了良好基础。

“今年3月，启动了农讲所学员足迹寻访项目，发布公告寻

找全国各地农讲所学员后人，同时前往已有线索的省份寻访
征集学员物品，目前已取得良好效果。”雍玲玲说。

依托丰富的特色馆藏文物资料，农讲所纪念馆积极顺应
新潮流，不断更新与升级展览展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2021年 9月，农讲所纪念馆正式完成基本陈列提升
项目。基本陈列“农民运动的摇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
动讲习所历史陈列”重点展现了以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
民运动讲习所的突出成就，展陈面积约 1000平方米，展线约
300米，展出图片 180余张、文物展品 120余件（套），充分运用
场景、雕塑、油画、激光背投、音视频等形式，打造集教育性、观
赏性、互动性于一体的精品陈列。

全新开馆后的农讲所展陈，充分发挥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主阵地作用，成为广东省、市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平台，广州
市红色旅游的网红打卡地。“改陈完成至今，共接待观众约127
万人次，参观团体4987批次，讲解2407批次；开展活动312场，
参与活动约270万人次；巡展26场，参与人数约22万人次。”农
讲所纪念馆副馆长王国政介绍，2022年 9月，“农民运动的摇
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史陈列”入选国家
文物局2022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在不断完善基本陈列的同时，农讲所纪念馆还充分利用
红色史迹和馆藏文物资源，运用现代丰富的展陈设计理念，促
进农讲所纪念馆原创性临时展览水平的整体提升。

例如：2022年9月，农讲所纪念馆联合广东省流动博物馆
推出的“隐秘而伟大——中央红色交通线历史展”，共展出展
品 43件（套），其中珍贵文物 29件（套），通过雕塑、连环画、数
字媒体等方式，营造“方寸中有天地、意境中有深意”的效果，
让观众感受交通员“刀尖上行走”的隐秘斗争，感受那段隐秘
而伟大的历史。展览颇受好评，今年2月在该馆首展结束后，开
启了到全国各地的巡回展出。

同时，为更好地向观众展示丰富的文物资源，农讲所纪念
馆积极尝试依托新技术、新方式，提供更优质的观赏体验，使
革命文物展示更加鲜活生动，红色文化传承更加深入人心。

“目前，我们推出了VR全景导览，该导览系统涵盖虚拟场
馆、数字导览、趣味导览、小动画、录音等功能，设置了农讲所
旧址360度全景建模，观众可以通过二维码扫描功能，获得对
应的展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进行浏览与体验。”农讲所纪
念馆党支部书记黎淑莹介绍。

此外，农讲所纪念馆还推出了智慧语音导览等智慧化服

务，综合运用信息技术，以全面新颖的图文、音视频等多媒体
展示方式对景区及历史陈列等内容进行呈现，为游客提供个
性化的互动交流和信息发布、传播渠道，满足游客各项服务需
求。2022年，农讲所纪念馆还建立了自助导览服务驿站和驿站
系统业务管理平台，在馆内设置了12个自助语音讲解点，对使
用自助导览设备的游客实现自动播放。

高质量社教活动逐年升级
特色文化品牌大放异彩

从番禺学宫到农讲所，再到如今的教育基地，农讲所纪念
馆时刻牢记社会教育使命，深入挖掘革命文化和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向社会公众推出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
如今，“学习”“课堂”“育人”已成为农讲所纪念馆的特色标签，

“红讲台”“农讲所青少年研学系列活动”“红色文化讲堂”“开
笔礼”等文化品牌正大放异彩。

为更好地“活化”红色资源，农讲所纪念馆与广东电视台
共同推出了《红讲台》项目。自2021年初在“粤省事”“粤政易”
平台上线，《红讲台》利用数据集成及平台优势，打造内容丰
富、操作便捷的党政服务门户，共同推动红色文化科技党建发
展。专区开设“大咖直播汇”“时代留声机”“红色放映厅”等多
个栏目，举办直播活动 6次，推出“杨匏安：35岁，那最后的声
音——《就义诗》”等视频22条。2021年以来，《红讲台》全平台
累计播放量超2290万次。

为延续百年传统，农讲所纪念馆以红色文化、岭南传统建
筑、非遗等主题，推出剪纸、3D立体拼图、水彩画等研学活动。
此外，基于旧址承载的革命历史和蕴含的传统文化底蕴，还策
划融合红色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于一体的“研学游”——“红
色探寻”之旅和“毛泽东足迹”之旅活动，带领青少年探寻革命
史迹，深度体验红色文化、读懂农讲所故事，为红色基因传承
凝聚青春之力，在深化文旅融合的过程中，让孩子们在“游玩”
中真正学有所得。

“我们还将对青少年研学活动进行全面升级，秉承文化育
人的核心功能，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面向
青少年设计开发争当‘新时代红旗手’的红色文化研学课程，
让青少年通过亲身实践、团队合作和游戏学习，进一步树立

‘弘扬革命思想、学习英雄事迹、争当时代标兵’的观念，成为
传播红色文化新力量。”黎淑莹表示。

此外，农讲所纪念馆积极主动服务“四史”学习教育，推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文化讲堂”，搭建学党史、强党性的
教育平台。自2021年党史教育学习活动开展以来，农讲所纪念
馆共举办红色文化讲堂和学党史专题宣讲463场，超过2万名
党员参加现场学习，党员教育工作成效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番禺学宫这一传统文化符号，农讲所
纪念馆于2004年在全国率先全面恢复了古代礼仪“开笔礼”。
随着开笔礼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这一仪式逐渐成为孩子
们的“开学第一课”。

“2022年开学季，农讲所纪念馆继续和越秀区合作在番禺
学宫举办了9场开笔礼，通过游泮入学、整装习礼、点智破蒙、
宣誓明志、击鼓奋进等，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开启人
生新篇章。”农讲所纪念馆馆长颜晖介绍，为学子首课环节开
展“党的精神代代传”宣讲活动，他们在广州首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红色文化移动宣讲站——“1路红色公交车”上聆听中共
三大、烈士陵园、农讲所等红色史迹故事，在体验式、沉浸式研
学过程中重温革命历史。

用心用情用力讲好革命文物故事
多元个性展示红色文化魅力

一座纪念馆，就是一间“行走的学校”、一个“流动的课
堂”、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多年来，农讲所纪念馆始终坚持
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资源，用心用情用力讲好文物故事。

“利用重要时间节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如在清明节期间举办‘红色领读者’活动，邀请烈士后人、
知名校长、农讲所纪念馆馆长为青少年组织红色故事分享会；
打造特色打卡点，在馆内设置‘红色时光胶囊邮局’，推出红色
纪念邮册，增加青年学生在参观过程中的趣味性。”颜晖表示。

今年 3月，依托“英雄花开英雄城”2023广州传承弘扬红
色文化系列活动平台，农讲所纪念馆积极组织策划了“星火志
愿队”红色经典诵读会、“永恒的丰碑”学雷锋纪念日主题直播
活动，与广州公交集团联合举办了“红动羊城”流动学堂活动，
承办了越秀区中小学生红色文化展演、“忆红棉故事 传红色
基因”主题朗诵会、《沿着伟人的足迹》故事分享会等活动。

据统计，近 10年来，农讲所纪念馆立足自身馆藏资源，精
心策划开展湾区诗会之延河珠水吟诵会、讲解员进校园宣讲
活动、“我奋斗 家国美”红色基因永流传故事会、“我们的节
日”系列活动等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 1182场，超过
970万人次参与这些活动。

随着我国公共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博物馆、纪念馆在文化
传播和展示等方面愈发多元、个性。农讲所纪念馆也开设了

“云展厅”“云课堂”，持续推出《红色农讲所》宣传片，“农讲所
今日知多点”《红色故事会》系列视频等。

自2022年3月起，农讲所纪念馆共推出8期《走进农讲所》
直播系列视频，向观众讲述农讲所的历史故事；为帮助观众深
入理解“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图片展”的内容，农讲
所纪念馆精心选取了展览中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制作了 6期

《百万雄师过大江》系列视频，在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抖
音号展播。此外，为充分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真正让文物

“活”起来，农讲所纪念馆还选取了10件文物精品进行拍摄，制
作了10个“百年党史文物说”系列原创视频，进一步丰富馆藏
文物故事传播形式。

为了让更多群众参与到红色文化传播中，2022年，农讲所
纪念馆把节目从“线上”引流到“线下”，发起了“农讲所红
色故事讲述人”遴选活动，从近500名投稿人中遴选出一批热
爱红色文化、立志传承红色精神的“红色故事讲述人”，其中
18名优秀“讲述人”经过专业培训后参与《红讲台之农运风
云》和农讲所纪念馆品牌栏目《藏品推介》音频录制，同时
把红色故事音频推向越秀区各中小学校展播，不断扩大红色
文化教育朋友圈。

志愿者架起了农讲所纪念馆与公众之间和谐沟通的桥
梁，促进了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广泛传播，“红马甲”是农讲
所纪念馆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自2016年起，农讲所纪念馆在
每年暑假都会举办“小小讲解员”培训活动，并精心打造了一
支以青少年为主的志愿讲解服务队，在周末和寒暑假期间开
展义务讲解活动。2022年，农讲所纪念馆已开展志愿活动 30
次，服务总时数 337小时，受益观众 10万人次（含线上参与人
数）；开展“红色文化传播者”义务讲解 182 次，服务总时数
7000多小时，受益观众18万人次。

“接下来，农讲所纪念馆将充分结合工作实际，继续深入
挖掘、盘活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资源，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魅力和实践伟力，同时积极探
索党史学习教育新表达、新模式，推动‘百年学堂’焕发时代光
彩，更好地发挥博物馆文化育人的作用。”颜晖表示，我们更要
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在新的赶考
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

农讲所纪念馆：创新传承红色基因 生动诠释文化育人
刘锐宁 谈蕴哲

时代的脚步越是匆忙，越让人们觉得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可贵。今年是毛泽东同志主办
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简称“农讲所纪念馆”）建馆70周年。70年来，农讲所纪念馆始
终生机勃勃，风采照人，见证着广州的城市发展，承载着广州的历史文脉，其所蕴含的文化精
神随着岁月的洗礼愈发深刻，成为一代又一代广州人心中最温情的乡愁。红色基因之传承始
终如一，文化育人之情怀历久弥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农讲所纪念馆将劈波斩浪，一往无
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让百年学堂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

农讲所纪念馆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手绘图

农讲所学员足迹寻访项目

红砂岩墙基及建筑构件保护工程番禺学宫开笔礼

品牌活动“农讲所青少年研学”

“隐秘而伟大——中央红色交通线历史展”

“农民运动的摇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史陈列” “红色故事讲述人”录制现场“农民运动的摇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史陈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