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月如梭，英雄没有远去。今天，我们更需
要这些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在黑土地上燃起不
灭的红色风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为此，2016年以来，本溪满族自治县委县政
府有效整合境内抗联遗址遗迹等红色资源，坚持
市场化、产业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方针，本着严
谨、科学、有序的原则，秉承“传承抗联精神、弘扬
红色文化、提高党性修养”的理念，以革命传统教
育、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以
体验式教学为主要教学方式，全力打造“重走抗
联路”文化品牌，努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的抗联
史实培训教育基地。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委县政府的精心打造下，
多处抗联遗址实现了保护修缮，完成了关门山、老
边沟、龙道沟等密营遗址场景的复原以及杨靖宇
纪念馆的改陈布展，并围绕遗址遗迹规划了关门
山、老边沟、龙道沟及抗联第二次西征会议遗址4
条“重走抗联路”路线，建立了6个示范性现场教
学点，编撰了小学、中学及党员干部专用抗联史实
教育教材，挖掘开发了系列抗联食谱，形成了完整
的抗联史实教育培训和服务体系。

2017 年 7 月，本溪抗联史实教育基地正
式挂牌，建筑总面积 3120 平方米，教学设施
齐 备 ， 同 期 可 培 训 300 名 学 员 。 基 地 秉 承

“传承抗联精神、弘扬红色文化、提高党性修
养”的理念，精心组织师资团队，以短期培
训和专题培训为主，以体验教学为主要教学
方式，以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党
性党纪教育为主要内容，寓教于行、寓情于
景，面向全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
组织弘扬抗联精神、开展抗联史实培训教
育。一年多来，基地先后接待辽宁省委党校

（辽宁行政学院、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 及北
京、天津、河南、广东、海南、宁夏、新疆
等地各类培训班次 447 个、33000 多人，已经
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抗联史实干部培训教育
基地。

现在，本溪抗联史实教育基地已经成为辽宁
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
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场教学基地，“重走抗联路”也
成为本溪满族自治县一块响当当的文化品牌。

特色教学：寓教于行，寓情于景

通过遗址遗迹、结合抗联史实，本溪抗联史
实干部教育基地开发出独具抗联特色的特色教
学，以“重走抗联路”体验式教学为主要教学方式，
用抗联精神感染人，用抗联史实教育人。既有耳
目一新的现场教学，又有身临其境的情景教学，既
有心潮澎湃的体验式教学，又有鞭辟入里的专题
教学，既寓教于行，又寓情于景，使学员们在体会
抗联将士当年爬冰卧雪、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
同时，收获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教育辐射功能显著，是
辽宁乃至东北地区重要的爱国主义和抗联精神
教育基地，结合十九大精神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基地开发出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现
场教学和杨靖宇纪念馆等现场教学课程，使学员
直观地参与到抗联史实课程中去，不仅提高了学
员的感性认识，更打破了史实学习的枯燥，增强
了学员的学习兴趣。

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合作成立的东
北抗联史研究中心和抗联精神研究中心，是全国
最具影响的抗联史实学术研究中心。本溪抗联
史实教育基地融合二者的学术资源，组建抗联史
实讲师团，开发专题教学并组织编写了全国首套
中小学抗联教材、党员干部抗联史实培训教材及
抗联故事等培训教材。

特色课程：模式新、内容新

红色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为了让学员真正
地感受和领悟先烈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以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面貌投入
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中去，本溪抗联史实
教育基地开创了5大教学模式。

一、信念教育：
以“缅怀先烈，牢记宗旨”为主题，通过重温

入党誓词、向抗联英烈敬献花篮等方式，引导党
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学习革命先辈勇于担当、
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切实增强党员干部历史使
命感和工作责任感。

二、专题教学：
以“坚定信念，加强修养”为主题，围绕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历史作用、抗
联精神的时代意义，结合理想信念教育、党性党
纪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打
造全方位、多层次的精品课程，满足不同行业、不
同层次学员的培训需要。

三、现场教学：
以“再现历史，感悟精神”为主题，在 6 个示

范性现场教学点进行不同形式的主题教学，通过
参观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杨靖宇纪念馆，观看
抗联西征会议纪录片和抗联历史教育片，聆听抗
联故事，再现东北抗联一幕幕感人场景。

四、情景教学：
以“感悟历史，牢记使命”为主题，通过情景

交融的教学方式，让学员用心灵去触摸历史、感
悟历史，在心灵的共鸣中产生情感的触动，提升
党员干部的教育实效。

五、体验教学：
以“追寻足迹，铸魂育人”为主题，带领学员

“重温一次入党誓词、重走一段抗联路、接受一次
抗联精神宣讲、聆听一段抗联故事、学唱一首抗
联歌曲、品尝一顿抗联饮食”。通过深入体验抗
联那段艰苦的红色岁月，学习革命先烈崇高的品
格风范，经受一次灵魂的洗礼和升华，汲取力量
精华。

2018 年末，本溪抗联史实教育基地被辽宁
省委组织部批准为省级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并在
中组部备案。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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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黑土地燃起红色风暴

硝烟没有散去。
80多年前，辽东的白山黑水间，杨靖宇将军率东北抗联第一军纵横驰骋。为了挽救垂危的民族，他们

不畏牺牲，不惜把一腔热血洒在这片黑土地。
在长达6年之久的艰苦抗战中，抗联将士在本溪满族自治县境内留下了84处遗迹。密营前，恍惚看见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身影；山坡下，依稀听到枪刀闪烁、奋勇杀敌的呼喊……

1.《东北抗联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
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及其历

史作用》
4.《东北抗联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5.《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6.《党员干部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7.《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8.《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确立的历史经验》

本溪抗联史实教育基地教学专题

中宣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省级干部党性教育基地；
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委党校、辽宁省公

务员局、辽宁行政学院辽宁省干部教育培训现

场教学基地；
辽宁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辽宁省社会

主义学院）革命传统教育现场教学基地；
国家国防教育办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本溪抗联史实教育基地荣誉

“重走抗联路”红色教育现场。

1.党员干部培训教材《东北抗联史实简明
读本》

2.现场教学教材《抗联故事》
3.本溪县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抗日先

锋——东北抗联本溪故事篇》
4.本溪县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读本《白山

黑水留壮歌——东北抗日联军简史》

本溪抗联史实教育基地课本教材

本溪抗联史实教育基地六大现场教学点

一、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丰富的历史照片、
史料文物，现代化声光电等展示手段，全面、真实
地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14年的艰苦斗争历程。

（现场教学主题：抗联精神永放光芒，坚定信
念绝不动摇）

二、杨靖宇纪念馆、第一次西征会议遗址。
2017年9月杨靖宇纪念馆改陈布展，完整地展现
了杨靖宇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暨第一路军在
本溪抗击日寇的全过程。纪念馆门外，就是著名
的“靖宇石”，杨靖宇就是在这块大石头上召集抗
联一军一师将领召开了抗联第一次西征会议。

（现场教学主题：一心向党图西征）
三、关门山抗联交通站及密营遗址。群众收

集的吃穿用度和军需物品通过各村村长和抗日救
国会定期运到交通站，抗联军需人员定期来取，十
分隐蔽，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抗联老战士
黄生发指认才被发现。鸣翠谷密营遗址由指挥
部、兵营、仓库、被服厂等组成，功能较完善、规模
较壮观。

（现场教学主题：抗联与群众的鱼水情深及抗

联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
四、第二次西征会议遗址。1936年11月上

旬，杨靖宇在本溪县红土甸子红通沟召集一师、三
师领导干部会议（第二次西征会议），决定由三师
西征，与关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接上关系。

（现场教学主题：东北抗联坚定不移跟党走的
必胜信念）

五、老边沟抗联密营遗址。1937年11月中
旬，杨靖宇率一军军部到本溪县大石湖会合一师，
先击垮日军喜多守备队百余人，次日又设下埋伏、
引敌入网。经一天激战，击毙日军40余人，缴获
大枪40余支、子弹4000余发，掷弹筒1个。

（现场教学主题：东北抗联灵活多变的游击战
术）

六、龙道沟抗联密营遗址。因和尚帽子密营
被摧毁，抗联一师在龙道沟设立新的休整区。
1937年春至1938年夏，一师主要部队集中在这里
休整、训练、疗伤。

（现场教学主题：党的群众路线在东北抗联革
命斗争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