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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是一座城市的基因，
通过这些红色资源，可以看到这座
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淄博是一片红色的沃土：黑铁
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焦裕禄故
居、原山森林公园、马鞍山景区、朱
彦夫教育基地……这些都是淄博
历史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
一个个英雄的展馆，呈现了革

命先辈艰苦曲折、不折不挠的求索
历程；一幅幅生动的画像，记录下
中国共产党人舍身忘死、赴汤蹈火
的伟大牺牲；一处处红色的地标，
印证出淄博人民继往开来、砥砺前
行的不懈奋斗。看着这些红色资

源，让我们知道淄博是从哪里来，
让我们始终保持更加坚定的信念。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
水，必有其源。知其所来，方明所
往。红色资源像一根看不见的绳
子，无论我们走多远，都在时刻警
醒着我们“为什么而出发”，让我们
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无论岁月如

何更替，这份信仰也将永不褪色。
7月4日，淄博召开红色资源保

护利用开发项目现场调度会，要求
充分挖掘革命文化，把红色资源保
护好、利用好、开发好。讲好红色
故事，既能树立我们对淄博文明、
城市精神的文化自信，更能增强我
们把淄博建设得更加繁荣的文化

力量。
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

红色江山建设好，才能不负先人，
才能凝聚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市建设的奋进力量，才能让一代
又一代淄博人铭记革命历史，传承
红色基因，才能让人民的生活更加
美好。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郝峰 见习记者 王昭越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奋进力量

记录过去和现在 更关系到未来

淄博有哪些红色资源？我们为你梳理
红色展馆：
光辉历史 信念洗礼

讲好讲活淄博红色故事，教育
引导一代又一代淄博人民铭记革
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红色展馆
是重要的资源。

焦裕禄纪念馆坐落于博山区
北崮山村，占地面积400平方米，全
面还原了焦裕禄青少年时期的成
长环境和生活经历，是全国最早的
焦裕禄纪念场馆。淄博是焦裕禄
的故乡，焦裕禄在博山出生、成长、
学习、参加革命、入党，他崇高品德
和革命精神的形成离不开故乡这
片热土的滋养。淄博，是焦裕禄精
神的起源地。每逢节假日，焦裕禄
故居更是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
择，或扶老携幼，或好友同行，感受
英雄人物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
奋斗精神，以及焦家家风的清正廉
洁、醇厚质朴。

朱彦夫教育基地位于沂源县西
里镇张家泉村，占地3平方公里，建有
朱彦夫事迹展览馆和朱彦夫旧居、张
家泉夜校旧址、棚沟造地、红山梯田、
大寨田、友谊机灌站、张家泉村原村
办副业展厅等8处主要教学点，还建
有容纳120人的多功能报告厅、容纳
60人的干部实训学堂。

新建的朱彦夫事迹展馆展出
图片2200余幅、实物860件，采用
声、光、电等现代化表现手法，向人
们生动地再现了朱彦夫在战场上
英勇杀敌，回村后带领群众战天斗
地、脱贫致富，为教育激励后人，用
嘴衔笔、残肢抱笔，顽强创作的动
人场景。

据不完全统计，淄博各区县红
色展览馆资源众多：

张店区的淄博市历史展览馆、
红色家书馆；

淄川区委东牛角纪念馆、太河
水库艰苦创业纪念馆、淄博煤矿博
物馆、南庙大罢工纪念馆；

博山区的山东原山艰苦创业
纪念馆；

周村区的马耀南故居、淄博市
烈士事迹纪念馆；

临淄区的第一个党支部纪念
馆、党史馆；

高青县的魏家堡党史馆、县博
物馆、革命历史纪念馆；

沂源县的革命历史纪念馆；
高新区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

义纪念馆；
经开区的红色东高革命纪念

馆、淄博知青博物馆等。

红色地标：
抚今追昔 深情礼赞

一个个红色地标，串联起了新
中国的发展史、党的奋斗史。在淄
博，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坐标都记录
着革命老区和革命圣地的峥嵘岁
月，吸引了无数人到此抚今追昔，
表达对革命先辈英雄气概、革命精
神的无限景仰，对党的光荣传统的
深情礼赞。

沂源县鲁村镇草埠村的六一
八战备电台风景区，原为山东人民
广播电台战备台，是华东地区规模
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战备电
台。20世纪60年代我国处在困难
时期，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毛主
席对广播战线发出指示：不论在什
么情况下，一定要让全世界人民听
到我们的声音。六一八战备电台
应运而生。

每年的“五四”“七一”“十一”，
来自全国各地的组织，在此开展入
团、入队、入党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等教育活动。

“巍巍鲁山青，潺潺淄水绿，又
听当年钟鼓，英雄长眠处……未计
生前毁誉，何虑身后荣辱，山川今
作墓，随意入大千，留得英风驻。”
这是在马鞍山主峰下道士房遗址
附近的石崖上刻着的《水调歌头》，
也是马鞍山精神的写照。

淄川区马鞍山景区，于2018年
入选3A级旅游景区。马鞍山抗日
遗址，1977年被山东省政府确定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为
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5年
被批准为山东省党史教育基地；
202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国

家级抗战纪念设施。2021年8月，
被淄博市教育局、市发展改革委、
市文化和旅游局评为淄博市第三
批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该基
地建设有马鞍山烈士纪念碑、烈士
纪念堂、抗战纪念馆、抗战纪念碑
等纪念设施以及抗战遗址。

当然，淄博市还拥有数不胜数
的重要革命历史事件遗址：

张店区的党员政治生活馆、红
色记忆和传承教育馆；

博山区的原中共淄博市委旧
址、67军军部旧址、博山镇下庄村
桃花岭战斗发生地、薛云亭牺牲
地、下庄烈士林、下庄烈士祠等红
色遗址；

淄川区的“红色使命”思想政
治体检馆、党章学堂、罗村义勇可
风纪念碑、刘志霞烈士墓、华野整
军纪念碑、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旧
址、中共淄博支部旧址、淄川炭矿
工会旧址；

周村区的离退休干部政治生
活馆、金舟党性教育馆；

临淄区的齐文化廉政教育基
地、党性教育体检中心；

桓台县的王渔洋政德教育
基地；

高青县的初心·使命馆、木李
镇黄河滩区迁建项目现场、王家台
屋、常家镇开河村原址、高青县党
员政治生活馆；

沂源县的李振华事迹展厅、中
共沂源县委旧址等。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
而辉煌的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
贵的精神财富。充分挖掘革命文
化，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开
发好，真情讲好红色故事，既能树
立我们对淄博文明、城市精神的文
化自信，更能增强我们建设美好家
乡的磅礴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上，
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
用好红色资源，让一代又一代淄博
人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
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见
习记者 王昭越

淄博红色资源VR全景“初心地图”上线

32个红色教育现场教学点可“掌上参观”
淄博7月5日讯 “这让我们

的党史学习和红色教育触手可
及！”“足不出户就能全面直观参
观学习所有红色教育教学点！”这
些都是淄博党员干部对“初心地
图”的评价。今天记者获悉，淄博
市委组织部开发上线了淄博红色
资源VR全景“初心地图”，充分利
用AR、VR等信息技术，打造了
32个线上红色教育现场教学点，

动动手指就能随时随地学习参
观，开启了红色教育“云模式”。

淄博红色资源VR全景“初心
地图”实现了“数字课堂”“指尖课
堂”和“沉浸课堂”的三统一。记
者看到，“初心地图”将焦裕禄纪
念馆、朱彦夫事迹馆、王渔洋政德
教育基地等32个红色教育现场
教学点搬上“云端”，分为先模人
物、红色基因、党性教育三大板

块，通过全景式数据采集和全比
例场景复现。各教学点搭载H5
图文、视频简介同步运行，云端同
步线下解说、视频、实物等资源，
打造线上720度全景式“云展
厅”，专业播音员录制10万字解
说词，每个展馆每个场景独立在
线展播，为党员干部实景浏览提
供沉浸式体验，满足不同群体个
性化需求。“初心地图”还设置在

线预约、交通导航、互动分享等功
能，党员干部可在线预约参观，线
下“打卡”，实地感受。

自上线以来，已有205.6万人
次访问浏览“初心地图”，进行线
上学习参观。市民可关注“淄博
党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子菜
单“教育资源”—“初心地图”主页
进行体验。

“足不出户实现系统综合、全

面直观参观学习所有红色教育教
学点，让党史学习和红色教育触
手可及，让党员干部身临其境，帮
助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加强
党史学习，提升党性修养，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和红色资源开发利用
有效结合。”淄博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刘伟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刘文思 通讯员 刘晓

淄博是一片红色沃土。一个个英雄的展馆，呈现
了革命先辈舍生忘死、不折不挠的求索历程；一处处
红色的地标，印证了淄博人民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
奋斗精神。7月4日，淄博市召开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开
发项目现场调度会。会议要求高水平高起点高标准
推进淄博红色资源项目建设，凝聚新时代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市建设的奋进力量。红色资源记录了淄博的
过去和现在，更关系到淄博的未来。淄博市有哪些红
色资源呢？记者根据公开资料进行了梳理。

马鞍山

焦裕禄纪念馆

六一八战备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