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郓城餐馆老板李传递十余年收藏红色文物3112件

市市民民自自掏掏112200万万办办““红红色色博博物物馆馆””

本报济南3月16日讯(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刘鹏) 发掘
大学生村官的动人故事，寻找大

学生村官的美丽瞬间，从17日开
始，“担当——— 泰汽电动·山东最
美大学生村官”评选活动将正式
开始，现面向社会征集大学生
村官感人事迹。本次活动由山
东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山东省
委高校工委和团省委共同主
办，齐鲁晚报和山东泰汽电动
车辆有限公司承办。活动将在
山东省选出10名大学生村官并
授予“十佳大学生村官”称号，
每名大学生村官将获得一辆价
值 5万元的泰汽电动汽车。同

时，活动还将评选出20名“优秀
大学生村官”。

今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给大学生村官张广秀复信，让这
位曾身患重病依然在农村工作
的我省大学生村官再次进入人
们的视野。“促农村发展，让农民
受益，让青春无悔。”习近平的一
句话道出了许多大学生村官扎
根农村的奋斗精神。

通过此次山东省最美大学
生村官评选活动，我们希望能发

现更多如张广秀一样在农村用
青春追逐梦想的年轻人，让他们
奉献基层、服务农村的感人事迹
和生动故事，引导更多的青年学
子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锻炼成长。

此次评选将面向全省大学
生村官展开，现向社会公开征集
大学生村官的感人事迹，您可以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96706留下您
的联系方式，也可以通过齐鲁晚
报官方微博、微信联系我们，还
可以将您的事迹材料发到邮箱

zmdxscg@163 .com。
此次事迹征集从17日开始，

持续到4月20日，本报将对部分
大学生村官典型进行重点报道，
并最终评选出10位最美大学生
村官和20位优秀大学生村官。

此外，为了支持大学生村官
的乡村梦想，评选结束后，泰汽
还将出资为乡村购买农业技术、
学生课外读物等方面的书籍，第
一批“泰汽乡村书舍”也将在20
名优秀大学生村官所在的乡村
设立。

在菏泽郓城东门街南段有这样一个博物馆——— 郓城传递红色文化博物馆，这个博物
馆由郓城普通市民李传递凭一己之力，十余年时间自掏腰包120余万创办，目前里面已经
展列了3112件红色文物，且常年向公众免费开放。日前，这个博物馆通过省文化厅、文物局
的验收，还被评为菏泽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山山东东最最美美大大学学生生村村官官””评评选选启启动动
将选出10位最美村官，现面向社会征集

身边 A06-A12

2014年3月17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任志方 美编：牛长婧 组版：韩舟

3月15日，记者来到郓城传
递红色文化博物馆。一进馆，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毛主席挥
手的雕像，雕像后则是“井冈山
会师”浮雕。“这个雕塑特意请山
东工艺美院教授创作的，听说我
要弄个红色博物馆，人家只收了
成本钱。”李传递说。

就是这样一个博物馆，由
42岁的李传递一手创办，十余
年来收藏征集红色文物，到如
今建成博物馆，他已陆续投入

资金120余万元。
进入博物馆历史文物厅，一

尊长长的明代土炮格外吸引人
的眼球，锈迹斑斑的炮筒上隐约
能看到有水泥的痕迹。李传递向
记者介绍了它的来历。

这个土炮是从巨野一个农
民手中购买来的，当时一个藏友
告诉他，曾见到一个土炮筒被当
作了盖房子时用的架杆，听到这
个消息后李传递赶紧赶到巨野，
花了两千多元，从这名农民手中

买下了炮筒。“抗战时期农民武
装就用这个东西打鬼子，所以这
也是一件抗日文物，很有价值。”
李传递说。

和几件有特殊价值的藏
品相比，博物馆的3000余件文
物更能体现李传递这十余年
来的心血。这些文物填满了博
物馆建筑面积1070平方米空
间，李传递把它们分成了领袖
风范厅、红色文献厅、历史文
物厅，一一陈列展出。

从农民盖房的架杆下抢救出土炮

无偿捐赠红色文物的人越来越多
李传递和红色文化打上交

道得从2000年说起，当年一部
叫《长征》的连续剧热映唤起了
李传递童年的记忆，还让他萌
发了开家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
餐厅的念头。

那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会办
成今天这个博物馆。“刚开始，就
是想着开一家以红色文化为主
题的餐厅，搜集和革命有关的红
色物件，用来装饰饭店。”

2008年起名为“红军阁”的
饭店开业，此时，他收藏的红色
物品越来越多，而他也迷上了
收藏红色物品和研究红色文
化。

有一次，在菏泽马海文化
街，他遇到一个收藏毛主席像
章的，他打算买一些，可对方要
求把两千多枚都买走，否则不
卖，李传递咬咬牙，花了将近两
万元全部买下。“回家后不敢跟

妻子说，后来妻子知道了，我就
找了一个懂收藏的朋友劝妻子
说这些像章很值钱，妻子才作
罢。”李传递说。

李传递说，这些年他经营
餐饮公司的大部分收益都投进
了红色博物馆。不过让他高兴
的是，随着博物馆的知名度越
来越高，无偿捐赠红色文物的
老革命、老领导及革命后人也
越来越多。

博物馆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地居民魏先生今年春节期间，刚刚带着13岁的孩子去参观了
博物馆。魏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参观博物馆，也让孩子了解了当地的
历史文化。他说，上初二的儿子在参观博物馆后，才知道当年刘邓大
军渡黄河时也曾在郓城留下足迹，“孩子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没
想到在身边就能看到刀枪炮等武器，还能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

目前，经菏泽市委宣传部审核通过，郓城传递红色文化博物馆
已被评为菏泽市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菏泽市委宣传部学校教育
科科长王倩介绍，郓城传递红色文化博物馆虽然场地不是很大，但
切合爱国主义主题的藏品不少，把它评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方面是鼓励民间这种公益办馆的行为，另一方面，只要挂牌市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必须永久性免费向公众开放，这样一来能让更
多民众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更好地发挥这种民间红色博物馆的作
用，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本报记者 崔如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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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领袖风采厅内，李传递(左)给参观者讲解红色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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