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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游客在邓颖超纪念馆参观。

▲近日，藤县第一幼儿园河东分园大五班到东方狮王藤县龙狮扎作艺术馆，开展狮

舞文化探索之旅。活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实践，通过“观、触、学、
画”沉浸式体验模式，让孩子们感悟狮舞文化“威武不屈、团结奋进”的精神内核，厚植
民族团结根基。图为孩子们展示自己的绘画作品。 （李文敏祝盛清 摄影报道）

▲

6月20日，大化瑶族自治县达吽小镇鼓声震天、歌声飞扬，2025年“祝著节”系列庆

祝活动拉开帷幕。当地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以民族风情表演、体育竞技、美食比赛和
特色展销等活动共庆节日。

瑶族“祝著节”，又称“达努节”“二九节”“瑶年”，是每年农历五月廿九日瑶族同胞为纪
念创世始母“密洛陀”而举行的以祭祀、庆丰收为主题的民俗活动，已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图为瑶族同胞表演民族风情舞。 （蓝本能 摄影报道）

大化：欢庆“祝著节”共绘同心圆

藤县：狮舞文化润童心

在南宁，红色记忆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挖掘红色资源，以昆仑关
战役博物馆，邓颖超纪念馆，李明瑞、韦拔群
等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红色阵地为载体，通过创
新宣教形式、拓展传播渠道，将红色故事转化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教材。

昆仑关战役博物馆：红色巡展“走出去”，
爱国教育“活起来”

“妈妈，为什么这些烈士很多都是1940到
1942年牺牲的？”“因为这个时候抗日战争进入
白热化阶段，中国的军队在和敌人激烈对抗
……”6月21日，由昆仑关战役博物馆举办的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80周年巡展活动走进南宁市兴桂社区，居民
梁女士专程带孩子前来参与，在“中国共产党
抗战英烈事迹展”展板前，她把烈士的事迹一
一讲给孩子听，“想让孩子了解那段历史，知道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换来
的。”

当天的巡展活动除了英烈事迹展，还有红
色家书诵读、抗战歌曲大家唱、抗战宣传版画
拓印等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居民、特别是少年
儿童踊跃参与。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80周年，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昆仑关战役博物馆以“铭记抗
战英烈 传承抗战精神”为主题，巡回展出由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引进的“民族先锋 中流
砥柱——中国共产党抗战英烈事迹展”，突破场
馆限制，将展览送到群众身边，通过微展览、
情景剧表演等形式，再现各族将士共御外侮的
壮烈史诗。

“民族先锋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抗战
英烈事迹展”共展出约1500余名抗战英烈的名
录或事迹，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人为抗战胜利
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伟大贡献。自今年5月以
来，昆仑关战役博物馆从中精选22名抗战英烈
的事迹，到南宁各地进行巡展。巡展活动先后
走进高校、社区，年内还将走进乡村、企业、
机关单位、公共场所等。

昆仑关战役博物馆是广西首家抗战专题博
物馆。2024年，该馆推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专题教育公益课堂活动，以抗战故事演
绎、红色故事宣讲、红色歌曲演唱、编草鞋体
验等形式，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民族团
结进步故事，累计开展活动 16场，受益学生
3800多人。今年5月，该项目获评“广西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社会教育活动类）”。

昆仑关战役博物馆位于南宁市昆仑关旅游
风景区内。该景区是全国首批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被评为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
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示范基地、全国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景区依托昆仑关战役旧址等历史文化资
源，打造沉浸式研学路线，让各族青少年从中
感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历史告
诉我们，团结才能胜利。”昆仑关旅游风景区管
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让红色记忆成为
凝聚各族群众的精神纽带。”

邓颖超纪念馆：闹市中的红色地标，润物
无声传薪火

在南宁千年历史的重要承载区和核心商圈
“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邓颖超纪念馆静静
伫立。馆内，邓颖超同志的生平事迹通过实
物、图片、场景复原、多媒体等多种方式生动
呈现；馆外，青砖黛瓦的古城风貌与周边高楼
林立的繁华景象相映生辉。

馆内展览由邕城记忆、革命征程、妇女先
驱、伉俪情深、公仆本色、情系广西6个单元
组成，全面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同志
波澜壮阔的一生。

很多人知道邓颖超同志为国家作出的巨大
贡献，也感动于她与周恩来总理相濡以沫的爱
情，却鲜少知道父母对她的深远影响及幼时在
南宁的成长经历。

邓颖超的父亲邓廷忠来自河南光山县，光
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南宁为官。母亲杨振
德出生于湖南长沙一富商家庭，后家道败落，
举家迁至南宁谋生。1901年两人在南宁结婚，
并生下唯一的孩子——邓颖超。邓颖超年幼
时，父亲要给她缠足，母亲竭力反对：“我就是
不要女儿嫁给那种守旧人物，我要她走出闺
房，见见世面。”并手书一联悬于书房：尼父传
经，寸肤莫毁；如来说法，两足最尊。父亲遂
打消缠足之意。这让邓颖超以后为革命四方奔
走而不为“足”所限。

像这样的小故事纪念馆里还有许多，一个
个场景、一份份史料、一幅幅照片，让这位革
命家的形象生动鲜活起来，也让全国各地的游
客为之动容。

来自辽宁、四川、山东等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参观后提笔留言。“我从总理家乡来，听着总
理故事长大，我也一直敬仰邓大姐……他们的
爱情是我们一代年轻人所听闻的美好故事，却
是他们革命生涯的一部分。”一位来自江苏淮安
的游客写道。

“从讲解员的话语中深刻地学习了邓颖超的
故事，比课本更有趣、更生动，如身临其境，
收获颇丰。”一位16岁的学生留言。

作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邓颖超
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约60万人次，尽管是普通
的工作日，进馆参观的游客也络绎不绝。它不
仅是一座城市传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的
重要场所，也已成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宣传教育的阵地。

邓颖超纪念馆讲解员罗玲玲介绍，近年
来，该馆组织开展邓颖超同志诞辰日纪念活
动，推出沉浸式情景剧《五四风雷》，今年“七
一”前后及暑假期间，还将开展廉政故事知识
竞赛、纪念馆里的思政课等活动，用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传播红色文化。

李明瑞、韦拔群等革命烈士纪念馆：公园
里的“红色课堂”

李明瑞、韦拔群等革命烈士纪念馆坐落在
碧波荡漾、风景如画的南宁市南湖公园南岸，
于1984年11月为纪念百色起义55周年而建成
开放，每年吸引20多万游客自发参观。

纪念馆由纪念碑和陈列馆两大部分组成。
陈列馆内展陈234件文物、图片和史料，真实
再现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将领，红七军、红八
军总指挥李明瑞和卓越的农民运动领导人韦拔
群的生平事迹，展现了壮、汉等各族人民并肩
战斗的峥嵘岁月。

纪念碑位于陈列馆正前方，碑座正面有邓
小平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
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碑座背面的碑志记述
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来龙去脉。

“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过步枪，在这里看到实
物，很受触动。”来自广西贵港的覃先生感慨

道，“革命先辈靠‘小米加步枪’打赢了胜仗，
太不容易了，爱国主义教育就应该从孩子抓
起。”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该纪念
馆将红色文化传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深度融合，梳理、完善讲解词内容，将百色起
义、龙州起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等历史
事件中各民族并肩作战的事迹融入讲解中，让
展陈内容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
教材，并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微党课作品、
讲解视频等，打造指尖上的红色课堂。

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该馆共接待各
界单位团体 6700多个，接待参观游客约 82万
人，提供公益讲解1200多场。

李明瑞、韦拔群等革命烈士纪念馆负责人
黄燕妮介绍，为加深未成年人对红色文化、民
族团结知识的学习和理解，自2023年起，纪念
馆面向未成年人、亲子家庭举办暑期红色研学
科普活动，截至2024年12月，共开展红色研学
活动、小小讲解员活动 15场 （期）。今年暑
期，该馆将继续举办小小讲解员活动，办好学
校之外的“红色课堂”。

除了李明瑞、韦拔群等革命烈士纪念馆，
南宁的闹市、公园里还有不少红色纪念地，如
人民公园里的毛主席接见广西各族人民纪念
馆、邕江沿岸公园的林景云故居、位于核心商
圈的南宁共青团纪念馆等。这些古色古香的建
筑曾经历战火的洗礼，如今成为人们休闲放
松、学习实践的地方，见证着革命先辈用生命
守护的岁月静好。人们走进这些红色场馆，重
温红色故事，“爱我中华”的种子已悄然种下，
生根发芽。 （韦颖琛/文、图）

抗战英烈展走进学校社区 红色纪念地设在公园闹市

南宁：红色阵地聚人心 石榴花开别样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