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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省市、走进乡村
传递红色文化力量

三年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红色文化轻骑兵”围绕三个鲜明的主
题，以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绘就了一幅生动鲜活的新时代红色地图。

2021年，以“串联红色线路 追寻革命足迹”为主题，重走广州起义部队
改编的红四师转战路线，从广州公社旧址出发，经广州花都、惠州龙门、河
源紫金、汕尾海丰，最后到达揭阳普宁，沿途寻访革命足迹，传播红色故事。

2022年，以“启航 1925”为主题，追寻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徙路线，从广
州出发，途经武汉、上海、瑞金、延安、哈尔滨、沈阳，最后在北京圆满结束。

2023年，聚焦乡村振兴，以“一村一物一故事”为主题，带着5件馆藏革
命文物，走进革命人物纪念地、革命事件发生地所在的清远连州市东陂村、
云浮市云城区三坑村、佛山市南海区显纲村、肇庆市广宁县新楼村、揭阳普
宁市宝镜院村，与当地群众共同追忆革命先烈，感悟革命精神。

三年来，“红色文化轻骑兵”跨越珠江、长江和黄河，足迹遍及 8个省、
18个市县、5个村落，累计行程近万公里。

深挖价值、开拓创新
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在组织“红色文化轻骑兵”活动过程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与各地
宣传、文旅部门和博物馆、学校等单位紧密联系、深度合作，探索出“1+1+
2+N”的活动模式，即 1 个革命历史展览、1 场红色文化展演、线上线下 2
部分、N个子项目（包括微党课、红色经典诵读、大学生重走革命足迹、红
色文化活动集市、红色故事会、援建红色阅读角、文物高仿品捐赠等），以
革命文物为载体，让革命文物“活”起来，多形式生动立体送红色文化到群
众“家门口”。

——1个革命历史展览。结合广东省各市县、乡村的红色历史，将“广
州起义”“南粤沃土铸伟业——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红色湾区——中国
共产党在粤港澳”等图片展览搬到活动地，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

——1场红色文化展演。2021年，以广州起义最具代表性的文物“红布
带”为文化载体，打造“飘动的红布带”文艺展演，将讲解、话剧、舞蹈、演唱、
木偶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有机串接起来，创新性地把演出与文物故事讲述巧
妙结合在一起，将广州起义的革命精神传达得淋漓尽致，为观众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视听体验及感情共鸣。2023年，深挖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原创

《信仰是走出黑暗的一束光》《铮铮铁骨梁桂华》《宁折不弯——陈魁亚》等5
部红色情景短剧，通过剧、舞、歌、诵等文艺演出形式，开展红色文化展演，
带领观众感受革命先烈、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打造惠民文艺演出6场，
以“红色文化大餐”为群众文化生活增添红色品质，超过2400人次观看。

——线上线下相融合，打造融媒体宣传矩阵。除了线下活动之外，以革
命文物为主导，开发多个融媒体产品，推动革命文物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打造“红色文化轻骑兵之追寻革命足迹”线上H5，33万余人次观众跟随

“红骑”队伍“云上”点亮革命足迹。与广州广播电视台合作制作“追寻革命
足迹 我在行动”系列短视频，以当代人视角分享参加活动心得，吸引超过
10万人观看。推出“红色文化轻骑兵之启航 1925”线上H5接力打卡活动，
线上36万余观众足不出户，参与趣味答题，探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八处迁
徙地。推出红色工运情景剧党课视频，展示刘少奇、林育南、梁广、罗登贤等
工运先驱的革命故事，方便观众随时随地观看学习。推出“一村一物一故
事”条漫、轻骑兵漫手账，以手绘漫画形式讲述红色文物、红色乡村的故事。
与南方杂志社合作，在“南方+”开设线上专栏，制作手绘条漫、创意H5并
在全网多平台宣传，累计158.8万人次观看。

——N个子项目。
“沉浸式”情景党课。精心编排《伟大的尝试》《永远的丰碑》微党课，由

讲解员组成的宣讲团讲述广州起义革命人物、工运人物故事，视频、音乐与
讲述相结合，以讲述、表演、重温入党誓词等方式，结合视频、历史照片，把
传统的“理论灌输”变为“共情感染”。

红色经典诵读。在各活动地的新华书店开展“红色故事分享及经典诵
读”活动，带领群众学习党史，感受红色文化的浸润。

红色文化活动集市。面向观众推出三维文物展示体验，开设中国移动
云盘产品体验专区，鼓励观众使用“智能笔”写下活动感言转入云端，丰富
观众活动体验感，帮助村民使用数智化产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红色故事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携手中移互联网志愿者走进
乡村学校，送《壮志凌云破万难——冯达飞》《视死如归赤子心——张云峰》

《求真为民心可鉴——周其鉴》等5个革命先烈故事进校园，将革命历史植
根学生心中。

援建红色阅读角。广东省“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绿书签”行
动、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 5所乡村学校援建红色阅读角，捐
赠图书超过 1500册，广州图书馆募集爱心图书 500多本，以“精神食粮”惠
及 5 所学校 6251 名师生，满足师生们的阅读需求，守护乡村文化振兴的

“根”与“魂”。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让红色故事“火”起来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红色文化轻骑兵”项目三年活动回顾

多方联动、跨界融合
构建“红色文化+”传播新格局

近年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不断拓展红色文
化传播平台，创新红色文化展示手段。“红色文化轻
骑兵”将馆藏革命文物带出场馆，多维度、多形式讲
述革命文物、革命先烈的故事，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
式，将革命文物保护与新发展理念相融合、将革命文
物研究阐释与传承红色基因相融合、将革命文物活
化利用与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相融合、将红色文化
与乡村振兴相融合，赋予革命文物新的时代价值。

串联红色线路，促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红
色文化轻骑兵”将分散在广东省各市、县红色史迹、
革命旧址，串联成为有内在逻辑的“主题线路”，形成
了一条“追寻红四师足迹之旅”研学、党史学习教育
路线，党员干部参与该路线学习，沉浸式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各地文旅产业在红色文旅活动中得到融合
发展，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动能。

聚合社会力量，搭建“大党建”工作格局。以本项
目为平台，打造共建单位的党建品牌。中移互联网有
限公司深度参与“红骑”项目，孵化出中移互联青年
志愿服务队，成为该公司党建特色亮点。南方杂志
社、广州文艺志愿者协会、广州图书馆等单位深度参
与项目，向活动地送课、送演出、送书，发挥各自行业
特长，丰富了这些单位的党建实践形式。活动构建

“联动协作、资源共享”的“大党建”工作格局。
走近革命史迹，青年人与红色文化“零”距离对

话。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与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
院深度合作，建立“红色艺术创作人才培养基地”，带
领该学院100名大学生追寻革命足迹，通过参观革命
遗址、访问烈士后代、定向活动等形式感受红色文化
的浸润，转化为该校“行走的思政课”，并以此成果申
报“广州大学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大学生结合自己
所学的专业，通过作品记录了一路的所见所闻，最后
形成了“100@100 追寻广州起义转战革命足迹青年
创意艺术展”在广州起义纪念馆展出，创作出图文并
茂的“轻骑兵漫手账”，做到将红色教育融入大学生
的思政教育。

携手各级部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广
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红色文化轻骑兵”深入 18 个市
县、乡村开展活动，推出一本《走红广东——红色轻
骑兵之追寻红四师革命足迹》科普读物、一条《红色
文化轻骑兵之追寻革命足迹》纪录片、一条《红色文
化轻骑兵之启航 1925》微纪录片、一次经验分享讲
座。活动地宣传、文旅等部门将活动纳入党史学习教
育，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纷纷参与活动。同时，广东
革命历史博物馆将微党课讲义、红色故事会教案、红
色情景短剧剧本等原创成果无偿分享给活动各地的
文化部门、学校等单位，各地利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
馆提供的红色资源，提升当地的党史研究、博物馆展
陈、文物收藏和展示水平。

社会广泛参与，提升红色文化辐射力影响力。
“红色文化轻骑兵”品牌教育项目启动以来，倍受社
会各界关注。多位革命先辈后人对活动给予充分肯
定。调查问卷显示，参加活动的观众认为项目效果
非常好，能很好宣传广东省红色文化、促进文旅融
合。媒体对活动广泛宣传报道，新华网、央广网、人
民网、“南方+”App、人民日报、广州日报等媒体深
度报道 270 余次，国家级、省级媒体报道 100 多篇，
其中学习强国 50 多篇，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第
一年开展的“串联红色线路，追寻革命足迹”活动获
评 2021 年度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在

“首届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智汇论坛”上作经验
介绍。“红色文化轻骑兵”项目还形成可复制推广经
验，获得认可和借鉴，吸引文博同行、各行业党组织
及各大学校复制开展相关项目。多家文博同行专门
前来调研学习经验。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党总支以“红色文化轻骑
兵”项目为有力抓手，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政
领导班子统筹项目全程策划，老党员传帮带，青年职
工发挥生力军作用。活动开展过程中，所有工作人员
都得到了很好的历练，思想觉悟、业务能力显著提
升。6名青年职工递交入党申请书，2位已经成为光荣
的中国共产党员。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在职人员党
支部连续两年被评为主管局系统“五星党支部”。 红色文化展演

革命文物是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向人民群众讲述

“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10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打开了近现

代中国进步的大门。广州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是全国

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三座城市之一，是中国工人阶级产生最早的

城市之一，是全国最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六座城市之一，是大革命的中

心和策源地。广州革命文物延续年代长、序列完整、种类齐全。分布在各

处的革命文物史迹，见证了广州的光荣革命传统，承载了羊城的一段段

烽火记忆。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成立于1959年，是广东省内建馆时间最早的专

题性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二级博物馆，2022年入选全国首批“大思

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下辖广州近代史博物馆、广州起义纪念馆、中华全国

总工会旧址纪念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管

理广州公社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和广东咨议局旧址3个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以及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越南青年政

治训练班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广州近代史博物馆为广东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为全国职工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为广东省少先队校

外实践教育营地（基地）。

为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广东

革命历史博物馆深挖自身场馆和馆藏文物特色内涵，聚焦讲好党的故事，

于2021年首创“红色文化轻骑兵”品牌教育项目，组建“红色文化轻骑兵”

团队，传递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故事。

红色故事会进校园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学生追寻革命足迹

“启航——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图片展
在活动地展出

微党课《伟大的尝试》在紫金县新时代红色
文化讲堂宣讲

广州近代史博物馆

红色情景剧

“红色文化轻骑兵”
活动路线

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

革命文物保护任重道远，红色文化传播使命光荣。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将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用心用情用力做红色文化的保护者、研究者、传播者和传承

者，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努力让红色基因在

南粤大地绽放时代光芒，助力广州高质量发展、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

彩”，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策划：易西兵、李岚、谢莹 执笔：冯婉琳 供图：邹婷、关瑷琳）

广州起义纪念馆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旧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

融媒体宣传矩阵

援建红色阅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