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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南麓，浑江东岸，苍松翠柏间，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

陵园巍然矗立，庄严肃穆，宏伟壮观。抬头仰望，正中挺立着将军的高

大戎装铜像，目光炯炯、英气逼人。

“杨靖宇经常运用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化装袭击‘三大绝招’，以及

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等战术，显示了他运用游击战术的卓越才能。”盛夏

7月，记者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里看到，讲解员姚帅如正在向游客们讲述

着东北抗联故事。娓娓道来间，杨靖宇将军战斗在白山松水的英勇画

面仿佛就在眼前。

把杨靖宇将军的英雄事迹传递给更多人，是从业8年多来姚帅如

一直坚持的信念。她每天一大早便来到陵园，换上工服，盘好头发，快

速进入工作状态。在她看来，讲述抗联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便是对英雄

最好的纪念。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强调，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

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

永担使命。

这番话让姚帅如深深铭记于心。“能成为一名红色讲解员，让我倍

感光荣，这是一份砥砺精神、传承信仰的事业。”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三年来，杨靖宇烈士陵园紧紧围绕用好红色资

源，赓续红色血脉，讲透讲好红色故事，在挖掘抗联故事、巡访抗联旧

物、提升宣讲水平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我们克服种种困难，通过实地寻访老兵，从他们身上挖掘更多

鲜为人知且真实的历史故事。同时，经常与党史专家进行沟通交

流，及时掌握最新的历史资料。”通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主任

高境远介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陵园不断创新征集形式，利用

网络平台扩大征集范围，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广泛动员社会各界投

身挖掘和“抢救”红色文化行动中，让东北抗联这段历史更加“鲜活”

起来。

红色故事能否打动人、感染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得好不好，只

有把红色故事讲出时代内涵，才能引起当下人的共鸣。为此，陵园在讲

解员队伍建设方面下足了功夫，通过常态化开展专业知识培训，邀请党

史、礼仪等相关方面专家进行现场授课，由经验丰富的讲解员采取“传、

帮、带”的方式进行经验分享。

“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加强科学保护，开展系统研究，强化教育功能。发挥丰富的

红色资源优势，挖掘、弘扬好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使之成为推动吉林

全面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高境远如是说。

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本报记者 赵梦卓

空军航空大学航空馆，浓缩了中国百年航空史，恢宏

大气又细腻精致。

走进展馆，一张张沧桑的老照片、一幕幕还原场景……历

史与现实的交错，让记者沉浸其中，忍不住驻足。

“1946 年夏天，空军航空大学的前身——东北民主联

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学员首飞蓝天，中国人民

的‘航空梦’‘空军梦’正式启航。”

“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接受检阅，从天安门上空

飞过。一年后，这支初生空军队伍就参加了抗美援朝战

争。他们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

了一鸣惊人的传奇。”

……

在空军航空大学航空馆讲解员李怡霖的细致讲述中，

一幅幅生动画面呈现在记者眼前，心中满是激动和自豪。

“在战争废墟上建校，在炮火硝烟中起飞，在共和国晨

光中展翅……”李怡霖告诉记者，老航校人团结奋斗、艰苦

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孕育形成了东北老航校革命精

神，成为推动中国人民空军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

2020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空军航空大学视察，叮嘱大家铭

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对空军航空大

学而言，这是方向，更是使命。

三年来，空军航空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铭记谆谆教导，不负期望重托，更加

固牢信仰信念之“魂”，提领强校兴校之“纲”。

据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着眼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和空

军战略转型需要，该校把人才强军战略转化为发展规划和

务实举措，确定了培养空中作战和指挥人才的重地，军事

飞行理论的创新地、新质战斗力的孵化地、东北老航校精

神的传承地、大国空军形象的展示地“一重四地”的办学定

位，明确了飞行学员思想政治坚定、军事专业精湛、科学文

化厚实、身体心理强健、战斗精神过硬五个方面的培养目

标。

立足红色资源，弘扬老航校精神，争当老航校传人。

该校扎实推进“铁血雄鹰”铸魂工程，打牢飞行学员的政治

底色，毕业学员思想政治考核优良率 100%，从源头铸牢飞

行学员为党奋飞之魂。该校还设立“东北老航校精神传人

奖”，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全校官兵铭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凝炼该校独有的雄鹰文化。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昔日，老

航校人把血汗挥洒在布满战争疮痍的东北大地，梦想之火

在岁月深处熊熊燃烧。如今，他们的传人传承红色基因，

势必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书写

新时代雄鹰搏击长空的美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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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一定要守住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

心、永担使命。

吉林，红色资源丰富，从长白之巅到松花江畔，这片

黑土地上处处散落着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我省红色资源的特点可用‘全’‘精’‘深’‘广’四个

字概括。”仲海涛表示，我省既有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本

侵略者的抗日战争历史资源，也有以“四保临江”“四战

四平”等经典战役为代表的解放战争历史资源，还有建

国初期以集安为代表的抗美援朝历史资源、新中国工业

摇篮一汽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小巷总理”谭竹青、时代

楷模吴亚琴等为代表的先进党员模范事迹资源。“它们

共同勾勒出共产党人一脉相承、代代相传的红色脉络，

其蕴含的精神内涵深厚，内在的红色教育价值挖掘潜力

巨大。”

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近年来，在红色教

育基地建设过程中，全省各地通过完善课程体系、优化

教学流程、深化教学内容等举措，多层次、多渠道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多种类型的教育活动，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确保革命传统和

优良作风薪火相传。“要不断转变宣教理念，创新宣教模

式，变被动‘等人来’为主动‘走出去’，不断拓宽教育覆

盖面。”仲海涛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视察时强调，要把红色资源作

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永担使命。仲海涛表示，保护

利用好全省红色资源，要继续加大相关单位和部门的职

能整合力度，为进一步提升拓展我省红色资源教育功能

提供组织保障；继续加强顶层设计，共同打造省际红色

教育精品线路，在全国范围内树立独具东北特色的东北

抗联红色教育品牌。

在保护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红色资源的开发利

用能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赢，仲海涛认为：“要依托颇具

东北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结合周边自然资源禀

赋，走多元融合道路，创新发展东北特色旅游产业，打造

‘红、绿、白’融合特色旅游产业。”新时代吉林正在全力

打造民营经济发展新高地，仲海涛表示：“应抓住这个契

机，积极扶持民营企业开发利用红色资源，投资兴办红

色教育、红色旅游等产业，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

红色·传承·创新
——访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仲海涛

本报记者 李娜

“从接收伪‘满映’到兴山建厂，从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到开辟

中国电影多片种发展新纪元……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开

创了人民电影史上的‘七个第一’，在中国电影史上树起了一座又

一座不朽的丰碑。如今，它更成为新时代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力

量和阵地。”走进长影旧址博物馆，记者看到讲解员张议文正在向

游客们详细讲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发轫、成长、发展……

“电影《老阿姨》根据开国少将甘祖昌和妻子龚全珍的真实事

迹创作，传递了甘祖昌将军与龚老阿姨相携一生的革命情感，以

及为教育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张议文结合一段段珍贵的视频

资料、一张张图片资料和一件件历史实物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将

游客们带入影片，切身感悟精神榜样的力量。

张议文的讲解，使来自吉林市的游客张阿姨一家激动不已。

“我们带着孙子孙女来，就是想让他们从小接受红色教育，从这些

红色电影中汲取红色养分，长大成为有信念有理想的栋梁之材。”

张阿姨由衷地说道。

“为新中国电影开疆辟土的创业精神，战争打到哪里电影就

拍摄到哪里的战斗精神，‘人民立场、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超越自

我’的‘小白楼’精神，‘忠于使命、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等，成为

永远激励长影人奋勇前行的红色灯塔，也是几代长影人血脉传承

的风骨和品格。”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话语坚定。

“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永担使命。”作为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

力量和阵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的这番话，长影人始终铭记于心。

三年来，长影坚持站在服务党和国家电影事业大局的高度，

以赓续长影精神血脉和优良传统为己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用更多彰显中国精神、展现中国力量的文化娱乐、文化普

及、文化交流项目，回馈时代、奉献人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让“长影”这个金字招牌焕发新活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吉林注入文化力量。

“我们充分利用红色资源，面向社会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

‘光影党课’，推动红色教育走‘新’入心；倾力抓好主旋律现实题材影

片创作；搭建影视研究实验室，助推老电影修复重映工作，展现‘红色

经典+数字科技’独特魅力；推出‘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音乐思政课，

以歌叙史，以乐化人，提升思政教育实效；开创独具特色的红色教育

游、电影研学游、电影工业游相结合的综合性电影文旅模式，实现红色

基因的动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长影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坚持红色基调，把握时代脉搏；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红色，必将让长影愈加绚烂。

光影交错中的那抹红
本报记者 祖维晨

2021年3月，省文化和旅游厅

成立革命文物处，主要负责全省革

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旅游工作，进一

步推动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与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

2021年，经反复研究论证，我

省提炼形成了“三地三摇篮”吉林红

色标识：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

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

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电

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

的摇篮。

2022年8月，省文化和旅游厅

启动“吉刻出发”致敬红色经典活

动，并以重要红色旧址、纪念地为

载体，推出“新时代吉林十年成就”

“三地三摇篮”“红色引领、融合发

展”三大主题20条红色旅游主题

线路。

2022年11月，为充分发挥全省

红色乡村资源优势，推动“红色+乡

村”融合发展，我省评选出了10个

红色旅游示范村。

2023年6月，我省“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寻访老兵足迹、讲好

英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主题宣传

文化活动启动，在全社会营造尊崇

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

围，凝聚起吉林振兴发展的强大精

神力量。

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