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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红色文化遗迹的三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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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胶东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留存下来的革命纪念地、纪念物等传承着胶东

精神的红色文化遗迹ꎬ既是重要的红色文化遗产ꎬ也是胶东共产党人筚路蓝缕的奋斗缩影ꎮ 胶东红色文化遗

迹的历史价值在于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奋斗历史ꎬ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带领胶东人民艰苦奋

斗ꎬ迎难而上的辉煌历程ꎮ 胶东红色文化遗迹的社会价值在于其为胶东红色教育和文化传承提供了动力之

源ꎬ胶东红色文化遗迹的教育价值在于其为胶东精神的进一步阐发提供了教育载体ꎮ 胶东红色文化遗迹的

三重价值互为表里、密不可分ꎮ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ꎬ我们要进一步依托胶东红色文化遗迹ꎬ凝聚红色力量ꎬ宣
传红色文化ꎬ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强大的精神伟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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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报告中反

复强调革命遗迹在红色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和价

值ꎮ 在论及红色遗迹的分布时ꎬ他指出ꎬ“在我国

９６０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

布”ꎮ 在论及红色遗迹的重要作用时ꎬ他强调ꎬ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

底色”ꎬ必须“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ꎬ加强革命

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１]２ꎮ 胶东红色文化遗迹是

红色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在中国共产党

带领下胶东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文化遗产ꎮ 胶东红色文化

遗迹不仅承载着丰富的革命精神ꎬ也蕴含着厚重

的历史文化价值ꎬ它们既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

史见证ꎬ也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ꎮ 目前学界关

于胶东红色文化遗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红色遗迹

在旅游中的作用[２] 和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利用红

色文化遗迹等问题的探究上ꎬ忽视了对红色文化

遗迹价值的深度阐释[３]ꎮ 因此ꎬ本文在充分认识

胶东红色文化遗迹作用的基础上ꎬ对胶东红色文

化遗迹的历史、社会和教育三重价值进行深入探

讨ꎬ这一探讨有助于弘扬胶东革命精神ꎬ对助力胶

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

重要意义ꎮ

　 　 一、历史价值:胶东革命精神的在地化
呈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ꎮ 胶东地区既是山东省

内较早开展革命运动的地区ꎬ也是对中国革命做

出重大贡献的地区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ꎬ胶东

民众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留下了诸多的红色遗迹ꎮ
这些红色遗迹既是胶东革命历史的见证ꎬ也具有

厚重的历史价值ꎮ
胶东红色文化遗迹中蕴含着革命先辈的崇高

理想与坚定信念ꎬ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胶东持续

发展、攻坚克难、奋发进取的精神财富ꎮ １９２１ 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ꎬ党中央就派遣邓中夏、王荷

波来到烟台开展党团工作ꎬ在胶东播下了革命的

火种ꎮ 随后ꎬ胶东共产党人不断扩大活动范围ꎬ加
强革命宣传力度ꎬ并发展壮大党团组织ꎬ在胶东各

地都留下了他们的活动印记ꎮ 胶东共产党人深入

百姓之中ꎬ启发胶东百姓的阶级觉悟ꎮ 例如ꎬ开酿

酒作坊的小商人于学仁在接触到了共产党人于克

恭传播的革命思想后ꎬ逐渐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ꎮ 他说:“我这一辈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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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会门也不信ꎬ我只信共产党ꎬ因为克恭讲的共产

党的主张句句在理ꎮ” [４]１２７这反映了共产党人通过

贴近群众、启发阶级觉悟的方式赢得了民众的广

泛支持ꎮ 正是这样的民众支持ꎬ才奠定了共产党

在胶东影响力扩大的基础ꎮ
胶东共产党人不仅在思想上启发民众ꎬ还通

过实际行动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和政权ꎮ 如今保存

下来的多个重要遗迹见证了胶东基层党组织建立

发展的过程:１９２７ 年由共产党人李伯颜、孙耀臣

在莱阳县前保驾山村建立党支部的遗址ꎻ１９３２
年ꎬ胶东共产党人郭欣农在掖县创立中共掖县特

支的遗址ꎻ１９３５ 年在文登县重组中共胶东特委的

遗址ꎬ这些都记录着胶东共产党从萌芽到壮大的

艰辛历程ꎮ 这些红色遗迹不仅象征着中国共产党

在胶东地区政治影响力的日益增强ꎬ同时也反映

了胶东早期革命者们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

风貌ꎬ有效地促进了胶东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ꎮ
抗日战争时期ꎬ胶东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理

琪同志带领着山东人民救国军第三军ꎬ在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于牟平城南的雷神庙与日寇发生战斗ꎬ这场

战斗标志着胶东地区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反抗日

本侵略斗争的开端ꎮ 如今ꎬ雷神庙战斗遗迹中布

满了 １３８ 个弹孔的 ０ ８ 米铁皮雨搭板、石碑上的

累累弹痕、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旗帜、参
战者用的武器等 ３４２８ 件革命文物ꎬ都是胶东革命

先烈留下的抗日烽火纪念[５]ꎮ 栖霞胶东革命烈

士陵园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在胶东大地

上的烈士而建的规模较大的烈士陵园ꎮ 陵园纪念

堂内展示了一百三十多件烈士留下的衣物、手枪、
日记本ꎬ这些红色物件无声地讲述着抗日战争时

期胶东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ꎮ 海阳地雷战遗址

中ꎬ展示了先辈们从自制的简单土雷、石雷、铁雷、
拉雷ꎬ到复杂多变的飞行雷、马尾雷、防潮雷、子母

连环雷和慢性自然雷等 ２０ 余种地雷ꎮ 这些地雷

在抗日战争中ꎬ炸得敌人闻风丧胆ꎬ体现出了胶东

人民不畏强敌英雄气概[６]７ꎮ 天福山、昆嵛山、艾
山等革命根据地留下的八路军兵工厂、被服厂、指
挥部旧址ꎬ则见证了胶东根据地逐步壮大并走向

胜利的过程ꎮ 此外ꎬ在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成立于蓬莱的

战地服务团遗迹、同年 １０ 月成立于黄县的抗日救

亡团遗迹、中共威海特区委员会遗址、中共文登县

委遗址、中共荣成县委遗址等历史地标ꎬ不仅是中

国共产党在胶东党组织影响扩大的历史记忆ꎬ也
是胶东人民对共产党广泛支持与认同的历史

见证ꎮ
在胶东地区的抗日战争是胶东共产党带领胶

东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场战争ꎮ 这一时期留下

的红色革命遗迹ꎬ尤其是那些抗日歌曲和红色遗

存ꎬ都深刻反映了胶东军民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ꎮ
曾在兵工厂任职的车吉仁整理的抗战时期«持久

战最后的胜利» «多打粮食送前线» «八路军他能

保卫昆嵛山»等歌曲ꎬ不仅能让我们在歌曲中重

温那段光辉岁月ꎬ更能体会当年胶东军民的抗日

热情[６]１１８ꎮ 一份发布于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关于北海银

行成立的布告ꎬ揭示了北海币在蓬莱县、黄县、掖
县三个革命根据地的流通情况ꎬ这张布告不仅是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银行的原始物证ꎬ
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红色金融发展的历史见

证[６]３５７ꎮ 同年 ８ 月ꎬ在胶东地区创办的«大众报»
以及 １９４０ 年由胶东东海抗日委员会发行的«昆嵛

报»用大量史实详细记载了胶东军民抗击日寇侵

略的事件ꎮ 此外ꎬ１９４６ 年元旦蓬莱县政府发给现

役军人周敬兴的贺年卡ꎬ则成为了那个时代胶东

人民团结一致打垮“‘蒋、伪、敌’ꎬ保卫胜利果实”
的真实写照[６]３３５ꎮ

抗日战争胜利后ꎬ为了迅速占领东北这一战

略要地ꎬ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ꎬ向南防御”
的部署ꎮ 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ꎬ山东军区迅速集

结了三支主力部队ꎬ计划迅速跨越渤海海峡ꎬ向东

北挺进ꎮ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ꎬ当时胶东

军民并无任何经验可以参考ꎮ 此时选择合适的运

兵渡口和渡船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ꎮ 经过实地

考察ꎬ位于胶东地区的龙口港及蓬莱栾家口港等

被选定为山东军区挺进东北的主要港口ꎮ 解决了

港口问题之后ꎬ由于缺乏足够的运输工具ꎬ胶东人

民积极响应号召ꎬ有船的出船ꎬ有力的出力ꎬ主动

为部队当船工和向导ꎮ 此外ꎬ考虑到长途跋涉对

物资的需求ꎬ胶东数百万群众不分昼夜地筹集粮

食并加紧赶制冬装以备不时之需ꎮ 最终ꎬ胶东人

民克服了重重困难ꎬ成功将超过七万名八路军战

士及干部安全运送至东北前线ꎬ顺利完成了向东

北运兵的任务ꎮ 如今ꎬ作为这段历史见证者的龙

口港、栾家口港码头运兵旧址ꎬ已成为记录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上战略转移的重要文化遗产ꎬ而在龙

口、栾家口乃至整个胶东地区的革命历史中ꎬ亦留

下了关于当时胶东民众全力支持军队渡海行动的

珍贵记忆ꎮ
解放战争时期ꎬ胶东地区更是倾尽所有ꎬ全力

７４

胶东红色文化遗迹的三重价值



以赴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ꎮ 据统计ꎬ
解放战争期间ꎬ山东解放区发动四次大参军运动ꎬ
共５８９ ９７９名青年参军ꎬ其中胶东２８５ ８３９名ꎬ占全

省的 ４８.４％[７]ꎮ 此外ꎬ胶东还动员了大量民工参

与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中去ꎮ 有 ２８ 万人次参加了

短期或短途支援任务ꎬ另有约 １２０ 万人次承担起

了长期且远距离的支前任务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一
支由超过 ３ 万名胶东籍战士组成的子弟兵团也积

极投身于随军支援前线的任务中[８]ꎮ 特别令人

感动的是支前模范唐和恩的事迹ꎮ 他在自己使用

的一根小竹竿上刻录下了他自己所走过的足迹ꎬ
涵盖了山东、江苏及安徽三个省共 ８８ 个城镇和村

庄的支前路线ꎬ这根不起眼的小竹竿正是胶东数

百万英雄的支前民工走过的艰苦光荣的战斗历程

的真实映照和解放战争时期胶东人民支前的历史

记忆ꎮ
支前任务中ꎬ书信上的“支前免资”邮戳则体

现了党和政府对前线支援人员及其家庭的支持与

关怀ꎮ 解放战争时期ꎬ大量来自胶东地区的民众

积极参与后勤支援工作ꎮ 他们不仅支援了山东省

内的多场战役ꎬ还跟随第三野战军南征北战ꎬ在淮

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 为了确保支前人员能与远方的亲人保持联

系ꎬ１９４７ 年上半年ꎬ中国共产党临时成立了“支前

邮局”ꎬ并于次年秋天进一步成立了华东支前委

员会支前邮局ꎮ 这一时期ꎬ胶东支前人员与家人

联系书信上的“支前免资”邮戳标记ꎬ成为了记录

胶东人民为全国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重要历史

见证[６]３５０ꎮ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ꎬ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

折不挠ꎬ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９]４ꎮ
胶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ꎬ经历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ꎬ这一革命奋斗过程中留下的红色遗迹见

证了胶东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成长和发展

的全部历程ꎮ 这些历史遗迹不仅承载着先驱者的

崇高理想与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懈

追求ꎬ还象征着我们党持续发展、永不枯竭的生命

力源泉ꎮ 它们是我们面对挑战时勇往直前、不断

进步的精神财富ꎮ 胶东红色遗迹生动地记录了当

地人民参与革命活动及建设家乡的壮丽篇章ꎬ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所经历的光辉岁月

及其取得的重大成果ꎬ彰显出我党肩负的历史使

命与责任担当ꎬ成为红色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精

神符号ꎮ

　 　 二、社会价值: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血脉灵魂

　 　 胶东红色遗迹的社会价值是历史价值的重要

体现ꎬ凝聚民心和强化政治认同是社会价值的主

要标志ꎮ 胶东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

中凝炼出了“忠诚坚定ꎬ不畏艰难ꎬ敢为人先ꎬ无
私奉献”的胶东革命精神ꎮ 这些红色遗迹作为胶

东革命精神的在地化呈现ꎬ不仅记录了先烈们的

奋斗历程和个人理想ꎬ还展示了胶东文化中所蕴

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及不懈努力的精神面貌ꎬ
更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有力的精神

支柱ꎮ
“忠诚坚定” “敢为人先”是胶东红色遗迹社

会价值的最重要体现ꎮ 胶东红色遗迹是胶东共产

党领导胶东人民艰苦奋斗、谋求自由解放的历史

见证ꎬ是党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真实映照ꎮ 在

烽火岁月中ꎬ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支持ꎮ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ꎬ坚定

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ꎬ也是面

对各种考验时的精神支柱ꎮ 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

信仰ꎬ在胶东红色遗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ꎬ反映了

革命先烈们的精神追求ꎮ 王仁斋自 １９２９ 年开始

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ꎬ并于 １９３２ 年正式成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ꎬ他以满腔热情投身于胶东地区的革

命活动中ꎬ在长岛、掖县等地积极动员群众力量ꎬ
培养了一批党的积极分子ꎬ进一步发展壮大了党

组织ꎬ为胶东共产党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ꎮ 不幸

的是ꎬ他在 １９３８ 年前往黄县执行任务的过程中ꎬ
惨遭杀害而牺牲ꎬ时年 ２８ 岁[１０]１６０－１６５ꎮ

来自一个相对富裕家庭的西海地委书记于己

午及其兄长西海军分区参谋长于一心ꎬ在抗日战

争中英勇献身ꎬ其中ꎬ于己午牺牲时年仅 ２７ 岁ꎬ而
于一心则刚满 ３０ 岁ꎮ 随后ꎬ于一心之子于凤祥继

承了先辈们的遗志ꎬ继续投身革命事业ꎬ他于

１９４４ 年参加八路军成为一名军医ꎬ并在 １９５０ 年

随部 队 奔 赴 抗 美 援 朝 前 线ꎬ 最 终 也 为 国 捐

躯[１１]７０－７３ꎮ 文登市烈士陵园纪念堂内展示着一块

宽 ８０ 公分ꎬ长 ２４０ 公分的木刻横匾ꎬ匾上刻有“人
民英雄”四个金色大字ꎮ 此匾是中共文登县委与

县政府为缅怀刘兰藩烈士所赠ꎮ 刘兰藩出生于

１９２４ 年ꎬ自 １９４３ 年起服役直至牺牲ꎮ 在其短暂

却辉煌的一生中ꎬ他曾参与解放文城、攻克莱阳以

及讨伐赵保原等多场战斗ꎻ同时ꎬ在解放烟台、南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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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战役、解放济南乃至淮海战役中亦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功绩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ꎬ为了抵

御外敌保卫家园ꎬ刘兰藩响应号召参加了抗美援

朝战争ꎬ不幸于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战场上壮烈

牺牲ꎬ当时他年仅 ２７ 岁[１２]１９２－１９３ꎮ
在胶东革命纪念馆的“英雄胶东”展区ꎬ展示

了从 １９２８ 年至 １９３８ 年间中共胶东党组织六位关

键领导者牺牲时的年龄ꎬ这些烈士的平均牺牲年

龄仅为 ２７ 岁ꎮ 是什么力量使他们不惧生死、接连

不断地投身于革命之中呢? 答案就在于马克思主

义信仰所带来的精神支持力量ꎮ 回顾那段充满血

与火的历史ꎬ在最初的传播者举起第一面鲜红党

旗之际ꎬ聚集在这面崇高信念旗帜下的先驱们便

矢志不忘其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求复兴ꎬ并为此在拯救国家危亡、推动民

族振兴的伟大征程上勇往直前、无所畏惧ꎬ最终将

他们的丰功伟绩镌刻于红色胶东乃至整个中华大

地之上ꎮ 胶东地区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艰苦

卓绝的战斗中保持坚定不移的决心ꎬ归根结底是

因为他们心中怀揣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

求ꎮ 正是这种源自胶东革命前辈的理想与信念ꎬ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面对艰难险阻时毫不

退缩ꎬ勇于献身革命事业ꎬ并不断收获新的辉煌成

就ꎮ 如今ꎬ通过利用胶东地区丰富的红色文化遗

迹来弘扬马克思主义信仰ꎬ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ꎬ不仅有助于培养受

教育对象形成坚定的社会制度信仰ꎬ引导大家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行ꎬ而且对于确

保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正确导向具有重要意义ꎮ
“不畏艰难”“无私奉献”既是党的优良传统ꎬ

也是胶东红色遗迹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ꎮ 中国共

产党是从艰苦奋斗起家的ꎬ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

壮大的ꎮ １９３８ 年冬天ꎬ日寇与伪军方永昌部进犯

胶东ꎬ伪皇协军张嵩援、赵保原等部又相继而来ꎬ
日伪军在胶东实行扫荡清剿ꎬ一直采取最毒辣的

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ꎮ １９４０ 年ꎬ以张金铭

为首的胶东国民党部队又先后投降敌人ꎬ敌人则

更加重了对胶东军民的屠杀与摧残[１２]ꎮ 到了

１９４２ 年ꎬ针对胶东军民的 “冬季大扫荡”又开始

了ꎮ 由于敌人的扫荡ꎬ胶东人民陷入了粮食短缺

的困境之中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同样面临

着食物匮乏的问题ꎮ 即便如此ꎬ在极端困难的情

况下ꎬ胶东地区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始

终紧密团结着广大民众ꎬ共同抗击自然灾害和外

敌侵略ꎮ 当面临饥饿威胁时ꎬ他们甚至不得不依

靠树叶、草根及野菜来维持生存ꎮ 与此同时ꎬ战士

们还要在严寒条件下坚持战斗ꎬ忍受着饥寒交迫

的考验ꎮ 在这场反“扫荡”斗争中ꎬ涌现出了许多

感人的故事ꎬ展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携手对

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ꎮ 最终ꎬ在胶东共产党

坚强的领导下ꎬ抗日队伍不仅成功挫败了日伪企

图消灭其主力部队的阴谋ꎬ而且还保存了宝贵的

抗战力量ꎬ进一步加深了胶东军民之间深厚的鱼

水之情ꎮ 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ꎬ不仅在当时为革

命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ꎬ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

精神财富ꎮ
对民众的有效动员和有力组织是胶东革命胜

利的主要法宝ꎮ 为了进一步获得胶东百姓的支

持ꎬ自 １９２７ 年中国共产党在烟台成立第一个党支

部开始ꎬ到后来胶东抗日政权的建立ꎬ胶东共产党

人一直带领胶东民众反抗各种侵略的同时ꎬ积极

对胶东百姓进行革命宣传ꎮ 毛泽东曾说政治动员

“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ꎬ这样的背诵

是没有人听的” [１３]４８１ꎮ 胶东的共产党员深入农

村ꎬ在田间地头、村民家中ꎬ采用戏剧表演与街头

诗歌等形式来传播抗日信息ꎻ同时他们还利用报

刊等媒介手段扩大了宣传活动的影响范围ꎮ 通过

这些努力ꎬ胶东的老百姓得以了解关于共产党的

抗日策略及各地抗日斗争的情况ꎬ尤其是加深了

对于胶东妇女和工人积极参与生产和支持抗战的

认识与体会ꎮ
周恩来曾明确指出:“不怕战争失利ꎬ最怕战

争失了人心! 失掉民众ꎬ这是万劫不复的ꎮ” [１４]８２

在国家和民族危难关头ꎬ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ꎬ用
行动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ꎮ 一方面ꎬ共产党人用

军事作战坚决回击日伪进攻ꎮ 据统计ꎬ仅 １９４４ 年

的胶东反封锁斗争中ꎬ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在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内ꎬ与日伪进行了 ３９ 次主要战

斗ꎬ共拔除和迫退敌伪据点 １８ 个ꎬ破毁堡垒 ３３
座ꎬ歼灭敌伪 ６４１ 人、俘敌伪 ５１１ 人、获机枪 １３
挺、小炮 ４ 门、掷弹筒 ３ 个、步马枪 ４００ 余支ꎬ其他

军火无数[１５]ꎮ 另一方面ꎬ共产党人还大力帮助民

众从事多种多样的农业劳动ꎬ军民关系日益加强

的同时ꎬ广大民众对党的向心力渐趋形成ꎮ 胶东

百姓在一次次与日伪和国民党对百姓的态度比较

中ꎬ逐渐发现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ꎬ才能有幸福生

活ꎮ 当时ꎬ群众都说:“俺就看共产党、八路军、民
主政府好” [１６]ꎮ 抗日战争时期ꎬ胶东地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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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起来的游击队ꎬ有一百三十多个” [１７]ꎮ 在对

敌斗争中ꎬ也形成了一次次送子参军热潮ꎬ出现了

“干八路比考秀才还难”的景象[１８]１１３ꎮ 如今ꎬ中国

共产党那段岁月在胶东的宣传诗、新闻报道、百姓

参军的记载都成为那段时期的红色记忆ꎬ以历史

遗迹的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ꎮ 他们用事实证明ꎬ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ꎬ带领人民

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ꎬ一个根本的原因就

是我们党始终能够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ꎬ始终

坚持为人民谋利益ꎬ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ꎮ
胶东红色文化遗迹承载着宝贵的胶东革命精

神ꎬ“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独特的价值功能ꎬ不仅

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性ꎬ还
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文化产业品牌

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１]ꎮ 位于蓬莱夏侯村的夏

侯苏民纪念馆ꎬ展示了夏侯苏民同志的烈士遗物、
战友回忆录、战斗照片等百余件珍贵物品ꎬ全面翔

实地展现了夏侯苏民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昆嵛山

战斗、 平 度 战 役 和 开 辟 崂 山 根 据 地 时 的 功

绩[１９]３４１－３４４ꎮ 这些红色遗迹以其对革命历史的真

实反映ꎬ向人民传递了革命历史遗存等物化信息

的同时ꎬ也表达了革命历史遗迹所承载的革命精

神内涵ꎮ 这既是胶东革命的物质文化ꎬ也是胶东

革命的精神文化ꎮ 因此ꎬ当烟台市政府要对红色

遗迹进行修复时ꎬ胶东百姓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ꎮ
海阳战场泊村的村民主动搬迁ꎬ将当年许世友将

军和八路军用过的主要场所让出来ꎮ 烟台市政府

在此修建了“许世友将军在胶东纪念馆”和胶东

军区机关旧址ꎬ对于抗日军民学校、组织科、林浩

旧居、野战医院的手术室也都按照抗战时期原貌

进行了修复ꎮ 修复的红色遗迹以崭新的姿态重新

出现在世人面前ꎬ为民众带来了更好的红色体验ꎮ
胶东革命先辈留下来的革命遗迹ꎬ既是红色

基因的重要写照ꎬ更是胶东革命精神的红色见证ꎬ
对于我们“补钙壮骨”ꎬ不断实现红色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ꎬ弘扬社会正能量ꎬ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不断前进有着重要的意义ꎬ其蕴含的胶东

精神也更能坚定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

治信念ꎬ规范我们的政治行为ꎮ 胶东红色文化遗

迹体现的忠诚坚定、不畏艰难、敢为人先、无私奉

献的胶东精神ꎬ引领我们走过苦难ꎬ走向辉煌的同

时ꎬ也不断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ꎬ努力进取ꎬ不断

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ꎮ

　 　 三、教育价值:革命精神与家国情怀的
深度融合

　 　 红色文化教育是民众人文素质教育体系的重

要实现路径ꎬ蕴含着胶东革命精神的胶东红色遗

迹实质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育的优质

实践载体ꎮ 胶东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艰苦

卓绝的斗争过程、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ꎬ都是胶东

红色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胶东红色遗迹中蕴含

了胶东人民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ꎬ是中

华民族宝贵精神遗产ꎬ具有极强的革命教育价值ꎮ
胶东革命过程中一系列的革命历史事件、历史人

物、历史故事都是我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

载体ꎬ是极其宝贵的重要的教育资源ꎮ
胶东红色文化遗迹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的奋

斗历程的见证ꎬ是最宝贵的教育财富ꎮ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

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ꎮ 要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ꎬ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

德教育ꎬ把红色基因传承好ꎬ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

色ꎮ” [２０]赓续红色血脉ꎬ必须保护和运用好包括红

色文化遗迹在内的红色资源ꎮ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中ꎬ胶东共产党人留下了莱阳石沟村“胶东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的革命遗迹ꎬ从这里开始ꎬ胶东

地区共产党的队伍开始发展壮大ꎮ 革命战争时

期ꎬ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ꎬ涌现出了杨子

荣、许世友、刘超、郑耀南、许端云、林浩、贾若瑜、
姜铭、任常伦、李子民等英雄人物ꎬ留下了他们在

胶东革命活动的印记ꎮ 为了更好地对民众进行红

色教育ꎬ胶东地区各级政府都建立了红色教育基

地ꎮ 烟台市政府很早就已经建立起了以烟台山、
雷神庙战斗遗址和杨子荣纪念馆等红色遗迹为基

础的“胶东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基地”ꎬ全面宣

传胶东革命历史ꎬ使党员、群众、学生在对红色遗

迹的参观学习中ꎬ汲取真理的力量、信仰的力量ꎮ
在对红色遗迹的参观中ꎬ真正体悟党的先进性ꎬ从
而才能够自觉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锤炼自己、提
高自己ꎬ全面树立克己奉公、勇于奉献的坚定理想

信念ꎬ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ꎮ 为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ꎬ就一直把思想政治

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ꎬ通过发掘红色遗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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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ꎬ发展红色旅游ꎬ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红色遗迹旅

游中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

爱国情怀ꎬ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形式ꎬ也是新

时期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ꎬ有利于

胶东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ꎮ 天下至德ꎬ莫大于

忠ꎮ 对党忠诚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ꎬ植根于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血脉之中ꎮ 日本老兵桑岛节郎

所写的«华北战记»一书中ꎬ从对手的角度记录了

胶东军民和日军作战的相关史料ꎮ 其中记载了日

军在山东招远石栅村俘虏了一名八路军干部ꎬ但
这名干部在押送途中ꎬ坚贞不屈ꎬ投井自尽ꎬ并差

一点把押送的桑岛一起带入井中[６]９－１４ꎮ 尽管记

录中的地名存在偏差ꎬ但这一事例却生动展现了

胶东共产党员们坚贞不移的理想信念ꎮ 无数胶东

革命先烈的事迹成为了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的有效

素材ꎻ而借助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ꎬ采取多样化形

式进行传播ꎬ则是强化集体记忆、触动人心的重要

方式之一ꎮ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

的底色ꎬ红色旅游是实现教育具象化的重要体现

之一ꎮ 红色旅游的核心功能在于大力弘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ꎮ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胶东革命党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革命活

动遗址、遗迹ꎬ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ꎮ 仅烟台牟平观水镇就有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

部旧址、战斗英雄任常伦曾治疗过的胶东军区医

院四分所旧址、八路军的第七兵工厂、地图印刷厂

等红色遗址[６]１７４ꎮ 牟平观水镇中的红色文化遗迹

中包含着大量的胶东革命历史事件、多位胶东革

命英雄和他们留下的革命遗物ꎬ这都代表着胶东

共产党人走过的辉煌历程ꎬ取得的重大成就ꎮ 各

级政府在对这些红色遗迹进行保护的同时ꎬ以红

色旅游的方式ꎬ让各地民众通过参观胶东各时期

的革命旧址、各类红色展馆ꎬ聆听革命斗争过程、
革命英雄人物不畏艰苦勇于奋斗的革命故事ꎬ在
红色遗迹景区体验行军生活等实践活动ꎬ就更能

深刻体会胶东革命先辈们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ꎮ
同时ꎬ通过参观胶东不同时期的红色文化遗迹或

者同一时期不同地点的红色文化遗迹ꎬ在红色遗

迹中还原历史场景和历史情节的活动ꎬ增强参观

者的场域体验感ꎬ让参观者在体验中ꎬ将蕴含伟大

革命经验的胶东革命精神具象化ꎬ进而内化为个

体对祖国自觉自发的热爱ꎬ并进一步外化为从自

身出发真正履行对中国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实

际行动ꎬ让知行合一不断得到深化和具象化ꎬ从而

才能更让我们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也
能厚植爱党、爱国情怀ꎬ促使我们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投身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建设当

中去ꎮ
此外ꎬ通过编纂并出版与胶东红色文化遗址

相关的革命书籍ꎬ也是将教育内容具体化的重要

途径之一ꎮ 目前ꎬ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ꎬ仅昆嵛山

是胶东革命的摇篮ꎬ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完成精选

与胶东革命相关的书籍、文献 ６６０ 件ꎮ 自 ２０１３ 年

开始ꎬ烟台市政府就联合在烟各高校专家对涉及

胶东红色遗迹和红色银行、红色文化的相关资料

进行搜集和整理ꎬ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出版了一整

套关于胶东红色文化的书籍ꎮ 这套书籍在对胶东

红色革命根据地、胶东红色旅游资源等整理的基

础上ꎬ把胶东精神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出来ꎬ让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些书籍来了解胶东红色遗

迹、理解胶东文化产生的根源ꎬ并进一步加深了对

胶东精神的深入阐发ꎮ 此外ꎬ胶东各地也陆续推

出了«红色乳娘» «送子参军»等历史纪录片和历

史情景剧ꎬ更加生动地展现了胶东革命的恢弘进

程ꎮ 这一系列举措ꎬ对于彰显胶东红色文化ꎬ巩固

忠诚爱国的民族情怀ꎬ培育坚持奋斗的理想信念

和坚定勇往直前的进取创新精神方面ꎬ起到了其

他红色文化难以替代的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胶东红色文化遗迹的历史价值是

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的基础ꎬ社会价值是历史价

值的现实反映ꎬ教育价值是社会价值的深化ꎬ三者

相互影响ꎬ缺一不可ꎮ 胶东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

年代留下来的革命纪念地、纪念物等传承胶东精

神的红色文化遗迹ꎬ既是十分重要的红色文化遗

产ꎬ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对于

今天我们感悟红色精神ꎬ增强文化自信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ꎮ 胶东红色文化遗迹见证了胶东民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奋斗历史ꎬ承载了

中国共产党带领胶东人民艰苦奋斗ꎬ迎难而上的

辉煌历程ꎮ “百年大计ꎬ教育为本”ꎮ 胶东红色文

化遗迹又为胶东红色教育和文化传承提供了动力

之源ꎬ为胶东精神的进一步阐发提供了物质载体ꎮ
新时代新征程上ꎬ我们要进一步依托胶东红色文

化遗迹ꎬ凝聚红色力量ꎬ宣传红色文化ꎬ为中国式

现代化汇聚强大的精神伟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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