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出的部分文物资料及复刻品，让参观者更加详细

地感受当时的奋斗历程。

白城党史资源丰厚，早在建党之初就有革命先驱来这里活动。

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上洒下鲜血和汗水，付出了宝贵

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

红色足迹。尤其是辽吉省委和辽吉根据地，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广泛

发动群众，彻底清剿匪患、进行土改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全力支援

前线，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入伍，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

了不朽贡献，在白城历史上书写下不朽的红色篇章。

为深入挖掘这一珍贵的红色党史资源，重现当年革命斗争场

景，切实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白城市委、市政府于

2022年年初正式启动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的恢复保护与建设工作。

因中共辽吉省委旧址一直由铁路部门管辖，白城市历时一年时间，

与沈阳铁路部门多方洽谈协商，通过等面积置换方式将旧址使用权

划归地方所有。在白城市委、市政府强力推动下，在省委党史研究

室的支持指导下，历时近4个月时间，中共辽吉省委旧址恢复保护

与建设工作顺利完成。2022年11月1日，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

正式对外开放。该纪念馆的建成，填补了吉林省西部革命旧址类党

史教育基地的空白。

生动再现原貌生动再现原貌
高质量推动纪念馆建设高质量推动纪念馆建设

按照白城市委、市政府要求，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中共辽

吉省委旧址的恢复保护与建设工作。为将纪念馆建设成为史料翔

实、史实清楚、内容丰富的红色教育基地，特聘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吉

林大学两位党史专家作为特约顾问，确保了展陈内容的权威性；先

后两次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辽吉省委时期革命斗争文物资料、各种老

照片及老物件；组织党史专家和相关人员，赴域内外学习考察、查阅

资料，了解多地纪念馆设计风格、布展陈列等相关情况；经专家多轮

研究编撰完成的“瀚海丰碑——解放战争中的辽吉省委”展陈大纲，

详细记录了辽吉根据地建设的全过程；纪念馆内馆藏丰富，共展出

各种珍贵史料和物件200余件，都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旧址

设计图稿多次修订，经上级部门严格审核把关后正式开始建设。

走进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一楼共有四个展厅五个部分，

分别为破晓黎明、政权建立、坚持辽吉、支援决战和辽吉党史人物，

主要用作党史展陈，着重发挥革命旧址党史教育功能；中共辽吉省

委整个楼体及二楼全部用作旧址恢复，重点还原了辽吉省委书记陶

铸办公室、组织部部长陈曾固办公室、机要秘书室和常委会议室。

以情景复原的形式再现当年中共辽吉省委的办公场景，让参观者身

临其境，切身体会艰苦的战斗岁月、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的优良

作风和忠诚为民的无私情怀。

红色文化铸魂红色文化铸魂
纪念馆教育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纪念馆教育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纪念馆建成后，白城市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

部队官兵、青少年学生和普通群众，通过电话预约等方式，踊跃参观

旧址。

“在白城这片红色热土上，革命先辈们的事迹让人震撼。让我

印象深刻的是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岁月里，革命先辈们克服了种种困

难，研制出疫苗，战胜了当时肆虐的鼠疫，拯救人民于危难之中。作

为一名党员，我一定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宝贵精神财

富，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白城市洮北区洮河镇政府党建办公室主

任王菁说。

“听了讲解后我非常震撼，没想到家乡有那么多革命故事。我

要把在这里学到的历史知识分享给同学和朋友们，要让红色精神在

我们这一代传承下去。”白城毓才实验学校学生赵铭朗说。

“纪念馆的开放，旨在挖掘党史宣教资源，拓展宣教阵地，推动

党史宣教与革命教育基地有效结合。对于进一步缅怀辽吉革命先烈

的丰功伟绩、弘扬实践革命精神、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用好红色资源、讲

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有力实践。”中共白城市

委党史研究室编研科科长、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负责人苑小松说。

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开馆以来，有效发挥了党史教育基地

功能。截至目前，共接待参观团体300多个，讲解400余场，16000余

人（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洗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这里

进一步了解了白城的红色历史，增强了历史自信，激发了广大市民

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浓厚情怀，有效激励白城人民传承革命精神，

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全市“一三三四”发展战略的实践中，为

建功新时代、奋进新白城贡献力量。

深入开发利用深入开发利用
不断探索宣传教育新路径不断探索宣传教育新路径

今年以来，白城市委提出在旧址深入开发利用上下功夫，并围

绕中共辽吉省委旧址，推出了一系列党史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

红色资源教育引导作用。

持续发挥旧址教育功能。按照白城市委组织部关于全市党员

干部教育培训“铸魂赋能”工程相关要求，有效发挥辽吉省委旧址红

色教育培训基地作用，通过采取参观学习、讨论交流、专家授课、现

场教学等方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白城党史，接受党的革

命传统教育。以中共辽吉省委旧址为依托，与白城市委党校、白城

师范学院联合开展白城红色文化资源课题研究，开发精品党课，实

现优势互补，实现教研相长、教学相长。

开发辽吉省委系列微景观。通过征集、整理史料及老照片、实

物资料，积极拓展研究成果，厘清史实脉络，积极有序推动开发胜利

报社旧址、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和曾志住处、辽吉省委机关食堂

原址等近10处纪念地遗址，13处红色地名命名地，通过设立红色标

识、讲述红色故事，打造城市红色微景观，让红色文化遍及白城，提

升城市的红色底蕴和文化内涵。

开展寻访亲历者和“辽吉革命后代”活动。在旧址恢复和收集

文物资料过程中，多种渠道与辽吉英烈后代取得联系，启动寻访“辽

吉革命后代”活动。通过邀请辽吉英烈后代参观中共辽吉省委旧

址、录制视频形式讲述父辈在辽吉的革命历史，使广大党员群众更

直观地接受党性教育。

举办红色故事演讲比赛。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宣讲家乡红色党

史，在全社会掀起学家乡党史、讲红色故事的热潮。通过举办“重温

家乡历史，传承革命精神”红色故事演讲比赛，激发全社会红色文化

传播热情，不断推动党史教育常态化，增强党史宣传教育的传播力和

感染力。比赛自今年5月中旬启动以来，得到全市各界的广泛关注，

各参赛单位精心组织，广大干部踊跃参加。经过初赛、复赛的评选，

目前12位选手成功晋级决赛。

下一步，白城市委将推动多部门联合，有序开展挖掘历史遗存、

扩大宣传覆盖面等多项工作，通过展览展示、志愿宣讲等形式，推动

白城党史走进大众视野。持续将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打造成

为白城人民了解家乡红色历史、对干部进行党史教育的重要阵地，

成为提升城市历史底蕴和文化品位、提高白城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红

色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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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革命旧址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

史，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的力量源泉，具有鲜明的教育功能。在新

形势下，不断提高国民的综合素养，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就要积极发挥红色革命旧址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的教育作用，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摄影：张磊 刘莹 李碧洲

写在前面

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的建成，填补了吉林省西部革命旧址类

党史教育基地的空白。图为一展厅。

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

讲解员正在讲解辽吉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情况。

展厅内组雕再现辽吉根据地的前线战斗和后方支援场景。

参观者认真聆听讲解。

为更好地推进红色文化传承，在全市范围内招募了一批

志愿者讲解员。图为来自税务部门的讲解员正在讲解辽吉

党史人物事迹。

展出的文物资料吸引参观者驻足观看。

以情景复原的形式再现当年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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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志愿者讲解员为前来参观的学生进行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