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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烟台10月6日讯（记
者 张琪） 看过京剧《智取
威虎山》的人，都知道杨子荣的
厉害，如今这位牺牲60多年的
革命英雄“再显身手”——— 烟台
市为他建造的纪念馆，成了党
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基地。目
前，烟台市有三个这样的红色
文化教育基地，运行以来已经
培训党员干部13000余名。

其中，胶东革命史陈列馆今
年在烟台山景区筹建完成，前来
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工作人员
张晓宁说，自从陈列馆开馆以

来，没有一天能够闲下来，前来
学习胶东革命史、接受理想信念
教育的党员、干部一拨又一拨。

在烟台市牟平区，同样火
热的参观学习热潮还在雷神
庙和杨子荣纪念馆展开。杨子
荣纪念馆作为精心打造的红
色文化教育基地，已经开放一
年多的时间，雷神庙纪念馆也
经过重新修饰迎客。

据烟台市“胶东红色文化”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人员介绍，“有关县市区立足当
地丰富的红色资源，打造了各

具特色的红色文化载体。”
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杨

子荣1917年出生于牟平区文化
街道嵎峡河村，他“独闯杏树
村”、“智取威虎山”，身经百战，
屡建奇功，先后被授予“特级侦
察英雄”、“战斗英雄”等光荣称
号。烟台市充分利用得天独厚
的红色革命资源，在牟平嵎峡
河村建造杨子荣纪念馆，打造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纪念馆历
时两年，于2013年4月建成，包
括纪念馆、纪念广场、追思大道
和纪念林、纪念碑林五个部分，

总投资5500万元，建筑面积
4965平方米，馆内陈列牟平革
命史展和杨子荣事迹展。

烟台市委党校副校长臧
德先说，“通过提升整合烟台
特有的红色革命资源，打造了
胶东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
基地，构建了以市委党校为党
性教育主阵地，以烟台山胶东
革命史陈列馆、雷神庙和杨子
荣纪念馆、胶东革命烈士陵园
为基地的‘1+3’教学布局，基
地运行以来已经培训党员干
部13000余名。”

提起革命老区，很多人首先想
到的是沂蒙山区，似乎跟烟台搭不
上边。但烟台市文广新局局长徐明
认为，实际上，烟台大力提倡和发
扬胶东红色文化是有根有据的。

徐明列举了一系列的数字，
“胶东党员32万人，有280万人次支
前，50万人参军，10万人血洒疆场，
仅8000名干部南上北下担任干部。”

徐明说：“烟台既是革命老区，
又是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发达地
区，这两者兼备的城市，在全国恐
怕为数不多。展示这段历史，要让
大家知道烟台的历史，让大家了解
烟台不是孤立的、突然蹦出来的一
匹黑马。” 本报记者 张琪

发展红色文化

烟台底子很厚

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
念活动 ,省档案馆与齐鲁晚报长期
联合征集抗战档案史料。

如果您有相关的史料证据 ,可
拨打本报热线96706,也可邮寄或送
至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
厦27楼齐鲁晚报时政新闻中心。您
也可以联系省档案馆档案接收征
集处 ,联系电话为0531-68609131、
18668968953,省档案馆的邮寄地址
为济南市经十路11619号。

我们还将在全省范围内寻找
当年叱咤风云的抗战老兵 ,适时推
出“民族记忆——— 档案里的山东抗
战”大型主题展览 ,并择机推出“致
敬老兵”大型公益活动。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纸上硝烟”

继续征集中

画画报报记记录录日日军军侵侵占占山山东东全全过过程程
可为研究日军侵华提供佐证，济南藏家表达捐赠意愿

三三个个红红色色基基地地锤锤炼炼1133000000干干部部
战斗英雄杨子荣老家也建起了纪念馆，培训党员干部

本报济南10月6日讯（见
习记者 周国芳）“这本《新
满洲国写真大观》是去年1月
在济南的一次古籍拍卖会上
拍得的，当时花了3000元。”家
住济南市槐荫区的市民季先
生看到征集档案的消息，立刻
致电本报，表示想在适当的时
机捐出自己的部分珍藏。

《新满洲国写真大观》是大
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于昭和七年

（1932年）四月出版，内容分为

新满洲国全貌、满洲事变概要
和上海事变概要，其中满洲事
变概要即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
的“九一八事变”。

画册内含一千五百多张
当时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照
片，其中大连全貌、长春全貌
展开有一米多长。还有当时日
军侵华路线图和日本绘制的
中国东北矿产图。

季先生展示的藏品还包括，
东洋文化协会发行的《画报跃进
之日本·青岛攻略号》和大阪每
日新闻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

《支那事变画报》收录了
日军特派员用图片记录的当
年日军侵占山东的全过程，内

含昭和十二年日军在济南挂
牌“济南日本总领事馆”、占据
潍县（现潍坊）、占领曲阜并在
孔庙祭拜等战时照片。

“三卷《支那事变战跡》是
我从网上购得的”,季先生说，

“内容主要是日军占领地区的
风景名胜、风俗习惯，这是日
军当时印刷发给随行军人看
的，里边也有关于‘三孔’、趵
突泉、大明湖的记载。”

据省档案馆工作人员介
绍，《新满洲国写真大观》属于
印刷品资料，有一定的历史价
值。当时日本人出的画报，虽
然不是孤本，但对于研究日军
侵华可以提供佐证。

头条链接

金延铭是烟台市城管局原局
长,他已经退休多年，本已是养老的
年龄，但是在烟台提出打造红色文
化以来，作为研究烟台历史文化的
专家，他又“出山”了，担任烟台打造
红色文化的“总顾问”。

金延铭说，“当今的干部如果能
像革命战争年代的干部一样，时时
刻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民生
问题、衙门作风问题、‘四风’问题也
就迎刃而解了。” 本报记者 张琪

退休文化专家

出山当总顾问

日本画报中日军占领济宁
后的景象。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摄

民族记忆·纸上硝烟

消防大比武
近日，由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和团省委联合举

办的全省第四届消防职业技能大比武在山东消防协会体育场圆满落幕，30名
选手被团省委授予“山东省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本报记者 戚云雷 通讯员 张海波 韩丽娟 摄影报道

提醒

红色胶东·教育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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