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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拆掉老宅自建红色博物馆
金乡70岁退伍老兵愿为下一代做点有益的事

本报济宁7月8日讯(通讯

员 王绍永 张萌星) 7月
7日高考第一天，国网曲阜市

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曲阜一

中、曲师大附中等考点现场

严阵以待，保证电力不间断

供应，全力以赴确保高考用

电可靠。

国网曲阜市供电公司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把高考保

电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

抓。成立高考保电组织机构，

编制保电方案和应急预案，

明确保电范围、保电措施及

相关部门职责。加强电力负

荷预测，合理安排电网运行

方式，确保电网达到最佳状

态。

从6月下旬起，国网曲阜

市供电公司组织开展输变配

设备巡视检查，利用红外热

成像仪器对设备线夹、导线

接点、电缆接头等开展带电

检测，掌握设备实时状态，确

保设备运行状况良好。组织

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各考点

用电安全检查，了解掌握高

考用电实际需求，重点检查

用电设备运行、自备电源准

备等情况，协助校方开展隐

患整治，建立与校方保电负

责人的联络机制。

此外，国网曲阜市供电

公司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

强应急值班力量，备足备品

备件，抢修人员24小时全天

候值班，考点接入2台应急电

源车，全面做好突发状况应

急处置准备，确保高考电力

保障供应万无一失。

曲阜供电全力以赴

确保高考用电可靠

收藏上千件展品
每件都如数家珍

7月2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来到金乡县霄云镇鲍楼村村

东头，一处墙体通红的住宅格外

显眼，一面红旗插在房檐一角，墙

体上写着“让历史告诉未来”七个

大字，与周边的民房形成鲜明对

比，这里就是马金朋的红色博物

馆。

推门进去，一座解放军战士

的雕塑立马映入眼帘，刀枪、炮

弹、侵华日军用的手铐、脚镣等

各式战争年代的收藏品整齐陈

列着，立刻把人带入那段战火纷

飞的岁月。马金朋正拿着鸡毛掸

子小心翼翼地擦拭展品上的灰

尘，“现在这里的展品有一千多

件了，都是儿子从市面上一件一

件买来的，大约花了三百多万

了。”马金朋告诉记者，每一件

收藏品对于他来说都如数家珍。

每搜集到一件，自己都查阅资

料，探究每个老物件的“底细”，

“只有这样，我才能准确地给来

参观的人讲解。”

家里传下来的红缨枪是馆里

的第一件展品，到现在的千余件

展品，开馆两年多来，馆里的藏品

越来越丰富。“这个校徽是去年从

湖南一个卖家手里买到的，是我

们湖西中学的。”马金朋指着一件

收藏品说，湖西中学是金乡一中

的前身，1944年迁到鲍楼村，培养

了大批革命志士。

掏出家底拆掉老宅
自建红色博物馆

1950年出生的马金朋，从小

深受叔叔马洪运先进事迹熏陶，

立志成为像叔叔一样的优秀军

人。196 9年在济南军区工程兵

6082部队112团入伍参军，在服役

期间，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

请，并于1970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六年后，马金朋转业

到地方，在金乡糖厂任职，负责糖

厂技术保障工作，之后在鱼台县

二中任保卫科科长，坚守军人本

色、立足本职岗位，多次得到学校

表彰。又在鲍楼先后任副队长、计

划生育专员、村委副书记等，带领

父老乡亲脱贫致富。

抗战时期，马金朋的家乡鲍

楼村为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区，是苏鲁豫边区党政机关的驻

地。1938年5月，侵华日军曾在金

乡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山东“八大

惨案”之一“金乡惨案”，共有三千

多人被屠杀。“党和人民经历了长

期的革命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

牲，才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然

而这段尘封的历史我们很多人并

不了解，绝不能让这段历史尘封

在课本里。”马金朋说，为了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抗战精神，自己和

家人商议后，决定建设一座免费

开放的抗战博物馆。

他把家里唯一的老宅拆掉，

用于博物馆建设场地用地，把自

己省吃俭用的30多万的养老积蓄

和孩子们的支持资金共计320多
万元，用于场馆的建设和文物征

集，自己则毅然放弃城市安逸生

活回到农村负责场馆的日常管

理。场馆建设期间，为了把资金用

在征集文物和观众参观体验上，

马金朋尽量控制预算、节省费用，

除了直接从厂家预定装修材料，

在身患高血压、冠心病的情况下，

能自己干的活他都自己干。

为让参观者不白来
全天候守在这里

马金朋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

厚厚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登

记着来访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三个人，还

有的是团队来参观。“6月30日那

一天就来了4个团队，都是来这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马金朋说，

博物馆自开馆就免费向公众开

放，有的是附近村的村民带着孩

子，有的是学校里的学生，还有的

是企业组团来参观学习。

马金朋告诉记者，自己的孩

子们都在外地上班，只有自己一

个人在这打理。虽然身体上感觉

有点吃不消，但是每次有人来自

己就感到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

的付出没有白费。记得有一次自

己打算带着岳母去看病，刚走到

岳母家就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是来

参观的，撂下电话就往家赶。两年

来，像这样的情况，不计其数，“只

要有人来，我就得在这靠着，咱不

能让人家白来。”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战

精神，不仅是政府的事，老百姓

也该积极参与，我作为一名退役

军人和老党员，更应该担负起这

份责任。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

了，有生之年能为社会和下一代

做一点有益的事，没有白活，也

对得起曾经穿过的军装。”马金

朋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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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宁市金乡县霄云镇鲍楼村有一座红色抗战博物馆，里面陈列
着一千多件革命战争时期的“老物件”，免费向公众开放。这座博物馆的
馆长就是本村村民马金朋，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想着建一座红色文化博
物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战精神，不仅是政府的事，老百姓也该积
极参与，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和老党员，更应该担负起这份责任。孩子
们也都成家立业了，有生之年能为社会和下一代做一点有益的事，没有
白活，也对得起曾经穿过的军装。”

马金朋正小心翼翼地擦拭展品上的灰尘。
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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