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血脉中流淌着红色基因。翻开辽宁历史的红色篇章，英雄的辽宁儿女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鲜血谱写出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留下了大量赓续

相承的红色文化资源。在这片革命沃土凝练生成了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

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等辽

宁红色文化标识，汇聚了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雷锋精

神，展现了辽宁人民在党领导下的牺牲和奉献、情怀和担当、梦想和追求，彰显出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独具特色的辽宁篇章。

发挥红色资源优势 履行社会教育职能

在辽宁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提出“六地”红色文化，由此也树立了辽宁
地区红色文化的标杆。而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首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首批推进革命文物资源融入新时代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全国馆校合作联盟单位成员，肩负着铸魂育人的重要使命。要用好辽
宁“六地”红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育人功能，重温红色历史、宣讲红色故事，夯实青
年学生理想信念之基；要始终把“六地”红色文化资源深深融入辽宁人民精神血脉，
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基因，用红色文化涵养时代新人、激发青年的使命担当。

2023年，为讲好辽宁红色文化，挖掘其红色资源，阐释“六地”的丰富内涵和时
代价值，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聚焦“立德树人、协同育人”的根本任务，以“培根
铸魂、传史育人”为初心使命，以“馆校联动、共建共享”为抓手，围绕传播辽宁“六地”
文化，思政育人等方面开展了一些实践和探索，并结合自身红色资源优势，不断延伸
红色文化教育职能。在原有送展小分队、抗战宣讲团基础上重新组建了——红色印
记宣讲团，开创辽宁“六地”文化宣讲的新模式、新渠道。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红色印记宣讲团的成立，以多媒体互动讲述为主，以实现互动、参与、体验、教育为目
的，让青少年在寓教于乐中学习“六地”历史知识，增强信息的传递效果。宣讲团以全
新的社教模式，不仅扩大了公众影响力，也达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更塑造了博物馆
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全新活力的社教品牌。红色印记宣讲力争树立国内思政研学
类、历史普教类红色文旅教育项目的新标杆，开创红色博物馆思政、研学实践基地多
功能建设发展的新局面。

为进一步发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
教育的社会教育职能，针对社教工作的新要求、新特点，不断提升其影响力和实效
性。红色印记宣讲团凝心聚力，奋然前行，真正做到提前谋划、方案完备、思路创新、
扩大宣传，并能够充分体现博物馆在重要时间节点及传统节日中的社会教育职能，
使宣讲活动有内涵、有影响力、有辨识度。为讲好“六地”文化，宣讲团不仅组织实施
行之有效的系列主题活动，还在其资源挖掘、普及宣传中发挥作用。宣讲团以辽宁

“六地”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为重点，打造出“行走的大思政课”特色化红色
教育品牌，从而实现年轻一代缅怀先烈、珍惜和平、保家卫国、继往开来的深刻爱国
主义教育意义。

助推“六地”文化润疆 促进红色文化共享

以文化润疆切实增强文化认同，促进文化共享。2023年 3月 15日，沈阳“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受沈阳市援疆工作队邀请，跨越4000多公里远赴新
疆塔城开展思政教育活动。为推进辽宁“六地”文化进新疆、进兵团、进塔城活动的深
入开展，宣讲团与援疆工作队结合“开学第一课”开展的辽宁“六地”文化进校园系列
主题活动，为塔城的学生送上了一堂内容生动、形式新颖的思政课程。

讲述“六地”红色故事，将红色历史搬进课堂。作为辽宁“六地”中的新中国国歌
素材地，是百年党史中红色辽宁的闪光点，每当国歌响起，震撼人的心灵。为增强青
年学生在思想上的认同感和情感上的共鸣，宣讲团的第一讲就在新疆塔城市第六中
学的师生们整齐而高亢有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拉开帷幕，将
一堂别开生面的、特别的红色“六地”文化历史课推向高潮的同时，也让学生在无比
的震撼中再次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

东北抗日联军战士穿的靰鞡鞋、知名爱国人士车向忱为儿子缝制的带有“打回
老家去”字样的书包、一本本《走进九一八》历史书籍……当这些实物在同学们的眼
前呈现时，历史仿佛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直观地感受到抗日战争的惨烈和抗战精
神的伟大。同学们在课堂上随着宣讲团的耐心讲解轻松互动，他们兴致勃勃、认真地
记着笔记、踊跃地举手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加深对辽宁“六地”红色历史
了解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研学思卡片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告诉我
们，历史已经走进了他们心里，爱国精神已经深深铭刻在他们的脑海里。

哈萨克族学生爱丝露·伊尔米克说：“通过今天的辽宁‘六地’红色文化宣讲活
动，让我了解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历史，赵一曼的故事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今后我
们新时代的好少年一定要努力学习、立志报国，把今天所学到的、所看到的、所听到
的知识都告诉我的父母、同学和朋友，让这种伟大的爱国精神永远传承下去。”新疆
塔城市第六中学校长魏俊香说：“这次的红色‘六地’宣讲活动，通过一个个深刻的、
生动的、震人心魄的红色故事，震撼师生的心灵，这种震撼将在他们的学习和工作中
转化为实践的力量。这个宣讲活动也让我们深受启发，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更要多
开展这种爱国讲座。”

此次塔城一行，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派出了资深教育
员和优秀讲解员。他们不顾旅途劳顿，一到塔城就积极准备宣讲活动，默契配合、
声情并茂地讲解，为这里的师生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之后，宣讲
团还在塔城市第三中学等校园进行了多场红色“六地”文化宣讲。期间，沈阳“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沈阳市援疆工作队和塔城市教科局还签署了《馆校合作爱国主
义共建协议》，构建起援疆工作队—学校—博物馆三方“共联·共建·共享·共育”的
新格局。

本次辽宁“六地”文化走进新疆塔城校园活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红
色印记宣讲团通过走进历史、触摸历史的方式，以“穿越、体验、感悟”为主题定位，
以“开放性、选择性、综合性”为文化内涵，以活动为载体、课程为领衔，充分利用

“六地”文化内涵、学校课堂、媒体宣传，以“课程、活动、研学”三位一体的教学模
式，将历史搬到课堂，带领同学们开启“六地”红色文化之旅，为塔城青少年传递正
能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
模精神、雷锋精神等理想信念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宣讲团这堂八千里之外的“爱国
历史课”在充分发挥教育职能的同时，更好地促进了辽宁“六地”红色资源融入新
疆塔城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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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是革命精神的传承，决定着红色文化发展方向。红色文化是我
们党在百年艰苦奋斗征程中积淀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地方红色文化是落实高
校育人的“活教材”。阐释辽宁“六地”内涵和育人功能，充分发挥辽宁红色文
化资源重要作用，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思政课。讲好辽宁红色故事，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亮”起来、“活”起来、“热”起来，充分
发挥其育人功能，是文博人和高校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通过加强馆校合作，推动建
设“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2023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之际，联合东北大
学、辽宁大学、农业大学、沈阳大学等20余所辽沈地区知名高校，共谋共联共
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联盟。实现“教”与“学”的双向互动，实践“知”与

“行”的统一。打造“多方力量+多样渠道”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创建全
新的馆校合作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平台。通过全新的合作模式、授课方式、展示
形式，让辽宁“六地”红色文化“动”起来，让青年学生及志愿者在知行合一的
学习实践中，贯通“学习中实践”“实践中感受”“感受中传承”的创新思政教育
模式，打造思政课程精品化、实践教学体验化的全新平台。宣讲团将持续依托
辽宁“六地”红色资源，通过灵活的教学形式、多样化的社教活动、丰富的体验
实践，引导大中小学生学习“六地”历史知识、传承“六地”精神的热潮。

截至目前，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已与近 50所高
校形成联动机制，开展馆校合作，通过沉浸式、体验式、情境式、分享式、研
讨式的创新宣讲模式，增强思政教育的沉浸感、代入感、体验感，改变固化
的灌输式教育，使青年特别是儿童由“看历史”变成“参与历史”，建立寓教
于乐、融合交流式的思政育人模式和理念。

宣讲团创新教育模式，以辽宁“六地”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为
重点，打造出“行走的大思政课”特色化红色教育品牌，将红色“六地”与“大
思政课”相融合，走进校园。宣讲团采取以课程为引领、以数智相结合的多

元化呈现方式，对辽宁红色“六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
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
的内容进行了生动讲述和深度解读。宣讲团通过近200张珍贵照片、30多张
图表以及多件实物展品，以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思政课程形式，将历史搬
到课堂，带领同学们开启红色之旅，为新时代青年传递正能量，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此外，宣讲团还增设了新时代“六地”重要内容，新时代

“六地”与红色“六地”赓续相承，交相辉映，勾勒出辽宁在党的领导下，从历
史走到现在，走向未来的壮美画卷。

宣讲团设计的辽宁“六地”思政课程主要通过“最暖的历史传递、最生
动的历史故事、最有力量的团队建设、最有趣的体验过程、最直观的红色感
悟、最有意义的思政课堂”六大板块展开，同学们通过参观专题展览、参与
主题活动、聆听英雄故事、触摸革命文物、观看红色影片及情景舞台剧、绘
制打卡红色地标、学唱红色歌曲、互动有奖问答、角色互换体验等多形式、
多维度传播辽宁“六地”红色历史，讲述辽宁“六地”红色故事，传承辽宁“六
地”红色精神。为在新时代讲好“六地”红色故事，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红色印记宣讲团充分发挥“六地”红色文化资源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博物
馆宣讲团的社会教育职能，传播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此外，宣讲团特别把弘扬“六地”文化作为重点，持续创新开发内容生动、形
式新颖的思政课程。

“六地”是辽宁红色历史、红色故事、红色精神等红色文化资源的集中
凝练，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对高校青年学生理想信念的滋养具有重大意
义。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
神、劳模精神等，其红色根基都在辽宁。这些红色精神虽然跨越百年时空，
却历久弥新，但其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辽宁人民的精神血脉，为高校青年
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坚持馆校聚力合作，开创融合共赢局面

为深入阐释辽宁“六地”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由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辽沈战役纪念馆、辽宁东北
抗日义勇军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沈阳铁西老工业基地博物馆、抚顺
市雷锋纪念馆等多家单位支持的“守望丰碑 薪火相传——辽宁‘六地’红
色印记主题展”历经 9个月精心筹备于 2023年 9月 18日在沈阳“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正式展出。红色印记宣讲团承担了此次主题展全程的宣讲工作
任务。

作为首个全面阐释辽宁“六地”内涵的专题展，汇集了关于“六地”的最
新阐释成果，每一部分从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每一地”的丰富内涵，与此
同时，结合“六地”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予以重点表达，充分体现
展览“见人、见物、见精神”的时代价值。展览力求体现近年来辽宁作为红色
资源大省，在挖掘、保护、研究、利用、展示“六地”资源方面的最新成果，很
多珍贵的历史图片、史料和文物均为首次展出。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为提高展览的融入感与互
动性，使辽宁“六地”展览活起来，结合《漫步六地》数字多媒体体验区与红
色“六地”打卡互动区，给观众强烈的情感体验与视觉震撼，引导他们在互
动中了解更多“六地”相关知识，进一步激发观展热情。

历经百年沧桑洗礼，辽沈大地焠炼生成的“六地”红色文化资源，蕴藉
着党领导辽宁人民在各历史时期铸就的伟大精神和宝贵经验，具有鲜明的
政治属性和鲜活的当代价值，饱含着深厚的红色基因和旺盛的革命精神，
是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力量源泉，是辽宁人民更好肩负起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源动力与传家宝。研究阐释好、宣传展示好“六地”
红色文化资源，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责无旁贷、使命
光荣。在主题展开展期间，持续掀起参观热潮，红色印记宣讲团6个月共接
待观众112万人次，完成辽宁“六地”红色故事宣讲近千场，广受各界好评，
社会效益显著。

筑牢红色教育阵地 发挥“六地”时代价值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将开启辽宁“六地”文化全省巡讲，在沈阳、大连、鞍山、抚顺、丹东、

锦州、本溪、朝阳、营口等14个城市的高校开展全年75场大思政课，为打好打赢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辽沈战役”传承红色血脉，汇聚前行力量。

接下来，红色印记宣讲团将以突出辽宁红色资源“六地”为重点主题，弘扬“六地”文化，深挖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用好红

色资源开展思政、研学实践，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是博

物馆人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关键责任所在。用好红色资源，使其成为红色基因的“播种机”、红色精神的“发动机”、红色传统的“加油站”、红

色文化的“孵化器”；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彰显时代特色，厚植新时代青少年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深厚情感，让红色薪火生生不

息、代代相传，把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是新时代纪念馆对开展红色教育实践工作提出

的新命题、新使命。

5·18国际博物馆日“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联盟启动仪式

5·18国际博物馆日“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红色印记宣讲团为消防官兵宣讲辽宁红色“六地”展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

文化润疆——红色宣讲团走进新疆塔城市第三中学

文化润疆——红色宣讲团走进新疆塔城市第六中学

5·18国际博物馆日“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联盟成员单位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宣讲团、沈阳市援
疆工作队与塔城市教科局建立馆校合作

红色印记宣讲团走进锦州渤海大学举办辽宁
“六地”文化宣讲活动

红色印记宣讲团与辽宁金融学院举办“大思政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