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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标七十载岁月
家国情怀一脉传承

——本报今起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大型系列策划报道《寻访辽宁文化地标》

文化地标，承载着 70年奔流涌动的家国记
忆；文化地标，再现着70年雄浑壮丽的奋斗史诗；
文化地标，传递着70年勇毅笃行的精神温度。

踏足中街步行街，你可想过这条已存在400
个年头的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曾经历过怎
样的变迁；沈阳故宫红墙之内凝结的时光，又镌
刻着何等壮阔的诗篇；在中国工业博物馆铸铁
机床的背后，曾发出过什么样的时代强音；在抚
顺雷锋纪念馆，雷锋精神又是如何在新时代滋
养出新的平民英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只争朝
夕，70年砥砺奋进，70年日新月异，70年翻天覆
地，又一个时间坐标被重重标记。辽宁文化地
标所标记的地理坐标，恰与之形成一股铭记的
合流。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辽
宁文化地标重获新生、再谱华章，无不展现辽宁
经济社会取得的成绩，无不铭刻辽沈人民奋斗
的史诗。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寻访辽宁文化地标”
系列报道。与其惋惜无法乾坤挪移，遗憾不能
博古览今，不如随我们同去一一寻访那些震撼
人心的“辽宁宝藏”。

文化穿透岁月，岁月绘就传奇。这些辽宁
文化地标，如同一个个记忆锚点，以不同向性的
尺度，建构出辽宁的文脉地图。你只需轻轻一
点，便可重新加载出这片土地的家园记忆和历

历往事。
“寻访辽宁文化地标”系列报道，正在输入

中。我们欲为“辽宁宝藏”的掌灯人，为你点亮
一束光。拨开尘封、除去杂草，带你把辽宁文化
地标看个仔细。看清这些地标背后鲜为人知的
细枝末节，看遍十几代人继往开来、奋进前行写
就的历史，看懂辽宁起源与发展的文化脉络，看
透文化的恢弘与细微，恢弘到伟岸浩荡、细微到
一字一句一砖一瓦。

看清、看遍、看懂、看透，回望前路，也重拾
自信，淡定从容、志得意满再出发。一个人有了
自信，便不怕狂风骤雨、不惧山高水长；一个地
域有了自信，便可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赋能，共同面对激流潮涌，坚强勇敢、不再脆弱。

对过往最好的纪念，或许就是从中汲取能
量，并珍视现在、期许未来，看向下一个 70 年。
你可曾留意，那些“资深”地标身旁，新地标正拔
地而起。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张阿春

亲历1992年改扩建
心中充满自豪

1964 年 8 月 15 日，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奠
基。纪念馆位于望花公园内，包括雷锋烈士纪
念碑、亭和雷锋事迹陈列室等建筑，1965年正式
开馆，后于 1969 年、1992 年、2002 年、2014 年进
行四次改扩建。

1976 年张淑芬女士来到雷锋纪念馆工作，
亲历了雷锋纪念馆的重大变迁，“我是一名下乡
知青，回城分配到雷锋纪念馆工作，起初在馆里
当讲解员、会计，那时硬件设施和现在相比是很
简陋的，服务水平也没法和现在比。”

她回忆，初建的雷锋纪念馆面积5.67万㎡，
没有多少草坪和树木，“绿化主要是松树和灌
木，品种和数量都不多，那时参观人数比现在
少，当时全馆有 10 多名讲解员，近些年发展到
30 多名才满足参观者需求……随着参观者增
多，场馆设施也不够用了。”

张淑芬 1988 年开始担任副馆长，赶上了
1992年大规模改扩建，“1992年下半年开始拆除
旧建筑，新建纪念馆。1993年3月重新开馆，硬
件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举办雷锋精神巡展
最远到达西沙

1994 年张淑芬担任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
她印象深刻的是 1998 年 2 月开始的“雷锋精神
永恒巡展”，“第一站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拿出
了很多珍贵展品，比如雷锋曾经用过的枪，在全
国巡展60多场，最远到西沙，我们上岛为驻岛官
兵展出。”

巡展到第 4年，足迹已遍布全国各省，巡展
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在北京展出后，山西、
陕西、安徽、甘肃等省很快向我们发来邀请，希
望展出尽快能到他们那里……全馆员工分两
拨，一拨在纪念馆负责日常工作，另一拨把雷锋
精神从抚顺播撒向全国，很多参观者看了又看，
他们大多数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雷锋生前用过
的物品，我们的讲解员数不清把每个展品讲了
多少次，但大家都不觉得累！”她说。

张淑芬表示，1992 年改扩建使雷锋纪念馆
的建筑基本形成了目前的格局，但受当时施工
水平、温差等影响，建筑外墙出现破损，“2002年
抚顺雷锋纪念馆第3次改扩建，这次改扩建把整
个望花公园合并进来，占地面积达到9.99万㎡，
规划了6个功能分区，能同时容纳2万人参观。”

为了更好地服务数量不断增长的参观者，
2014年5月雷锋纪念馆开始第4次改扩建，2015
年 3 月 2 日重新开馆。9 月 4 日，辽沈晚报记者
在馆内看到了第4次改扩建增添了组合场景《爱
岗敬业的推土机手》《雷锋作报告》及尾声雕塑

《升腾的支点》等，这些实景布局比展品吸引参
观者驻足观看的时间更长。

55年间
参观人数超7000万人次

9 月 5 日，抚顺天空飘着绵绵细雨，街面行
人不多，但雷锋纪念馆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下

午2时许，数十名来自外地的参观者怀着崇敬的
心情在馆内参观。

来自新疆的参观者李先生表示，此次与公
司5名同事一起到抚顺办事，行程中特意安排了
一天参观雷锋纪念馆，“我们自发地要来，大家
一致同意，必须到这里仔细地看一看，从小到大
一直受雷锋精神的熏陶，这里的每件珍贵展品
都是一堂课！”

在雷锋参加工作的体检表前、他凑近了仔
细看着年代感浓重的字迹；在雷锋曾用过的训
练手榴弹前，他俯身仔细看了又看，然后回头看
着雷锋生前驾驶过的拖拉机和雷锋蜡像感慨，

“雷锋个子不高，力气不大，我上学时候老师就
讲过，他到鞍钢当拖拉机手，开起来费劲，但靠
勤奋和努力弥补了，他参军后投手榴弹一开始
也不远，但他坚持练到胳膊都肿了，不但投远
了，而且比其他战士更远！”

李先生与同事们小声议论着，不住地点头，
在展品前挪步很慢，有时还回头再看一下展品，
眼睛有些湿润，“纸上得来终觉浅啊，不来一趟，
不亲眼看一看，对雷锋的了解不够深刻，今天在
这里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那时候的条件多艰
苦啊，但有多少人像雷锋一样建设国家，人呐，
还得看为社会做了啥，不能光看获得多少！”

辽沈晚报记者了解到，抚顺雷锋纪念馆开
馆至今 55 年共接待国内外参观者超过 7000 万
人次。李先生听到这个数字很惊讶，转念又觉
得有点少，“一生起码应该来一次，这里应该是
必选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现在很多人有钱一年
旅游好几次，有的风景看过也就看过了，但这里

值得多来几次！”

参观者点赞：
没感觉到服务死角

抚顺雷锋纪念馆第 4 次改扩建，新增 29 件
艺术品，共展出73块文字版、82张报纸影印件、
40份日记影印件及大量视频资料，不但填补了
雷锋纪念馆展陈历史空白，还将全景画、视频、
雕塑、虚拟成像等科技和艺术手段结合起来，效
果更加生动、立体。

9月5日走进抚顺雷锋纪念馆，来自天津的
唐先生的眼睛开始有点“不够用了”，“如果认认
真真看下来，恐怕一天时间也不够吧！”

他被参观人群远远落在后面，看着一件件
展品出神。在雷锋反复缝补的袜子展柜前，他
默默地凝视了两三分钟，“应该尽快再来参观一
次，带着孩子来，现在的孩子吃苦太少，不亲眼
见一见，他怎么会懂雷锋精神呢……今天参观，
我懂得了更多雷锋精神的内涵，雷锋精神并不
像有些人说的落伍，而是有深刻的内涵，”

唐先生说，尽管还没参观完，但感受到了抚
顺雷锋纪念馆的特点，“不是把展品摆在哪里、
讲解员死板说教，而是很生动，让人乐于了解，
很有科技感，既能感受到雷锋生活年代的历史，
又能感受到时代发展中的雷锋精神！”

在展厅门口，辽沈晚报记者又遇到了看完
展览的唐先生，“不虚此行，不但看到了新展品，
而且还有免费的停车场、讲解，全馆都有wifi，工

作人员教我们用手机就能了解纪念馆、了解学
雷锋的动态，很便利，真的是很用心打造出来
的，服务非常好，没感觉到哪里有服务死角！”

永恒的丰碑：
雷锋精神公益巡展

走出雷锋纪念馆回望，门口 LED 屏幕滚动
着“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在自己的岗位
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字幕。辽沈晚报
记者从雷锋纪念馆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每周一
闭馆日讲解员们并没有放松，而是聚在一起练
讲解词，或是面对陈列展品默背。这是工作人
员们以雷锋为榜样，立足岗位做一颗螺丝钉的
真实场景，也是践行、传承雷锋精神的写照。

现在的抚顺雷锋纪念馆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
约120万人。全年只在每周一闭馆，其他时间全天
开放，讲解员除了每天固定讲解6场，还根据游客
情况增加场次并提供分段讲解、针对性讲解。

除了专业讲解员队伍，抚顺雷锋纪念馆还
打造了一支志愿者讲解员队伍，他们中有年近
七旬的雷锋生前辅导过的学生刘静，也有在读6
年级的小学生冯子晴，不同年龄、不同工作、不
同经历的志愿者们汇聚在一起，利用周末和假
期等时间为参观者讲解。

“孩子的可塑性非常强，我家孩子在学习和
培养特长之外，还在雷锋小学和雷锋纪念馆担
任讲解员，我们两口子都很支持。”冯子晴的母
亲朱珠说。

让雷锋精神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永恒的丰碑——雷锋精神专题展”是抚顺
雷锋纪念馆的品牌活动，2017 年至今已在全国
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图片展，
参观者超过70万人次。

今年的雷锋精神公益巡展活动将以广东湛
江为起点，走进更多省市，走进军营、工厂、学
校、社区……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和迎
接建党100周年，把雷锋精神的种子广播在祖国
大地，让更多人了解新时代雷锋精神的深刻内
涵，让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更具影响力。

2018 年 3 月 3 日，“一带一路·雷锋同行”走
进马来西亚，雷锋纪念馆组织筹办《中国雷锋故
事》图片展，选取 136件雷锋生前的照片和相关
展品，使用视频、二维码等陈展方式，将雷锋精
神传播到海外。今年抚顺雷锋纪念馆还将与孔
子学院合作，将雷锋精神和雷锋文化纳入孔子
学院课程体系，助推雷锋文化走向世界 。

5年来，雷锋纪念馆先后成立官方网站、网
上展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雷锋”、
微博、抖音等线上平台，设立雷锋大数据互动展
示平台，还成立“雷锋书屋”和“雷锋主题邮局”，
线上线下共同播撒雷锋精神的渠道。

“我们力求把雷锋纪念馆打造成全国人民
缅怀英雄、学习先进、感受崇高的学习基地，像
灯塔一样把雷锋精神的光芒发散到祖国大
地。”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李强说出的不仅心
声，更是对雷锋精神这个永恒丰碑的承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抚顺记者 李毅

抚顺雷锋纪念馆

雷锋精神的光芒播撒到祖国大地

抚顺是雷锋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雷锋的第二故乡，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为

缅怀雷锋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抚顺雷锋纪念馆于1964年开工建设。

纪念馆位于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东段61号，初建的纪念馆占地面积为5.67万㎡。

经过4次改扩建，目前抚顺雷锋纪念馆占地面积达9.99万㎡，可同时容纳2万名观众。

作为建馆最早、规模最大、展陈最丰富的雷锋纪念馆，近年来抚顺雷锋纪念馆在硬件

设施、管理水平、宣传教育、接待服务等方面全面升级，不仅是一座现代化综合性纪念馆，

也是抚顺这座雷锋城的地标。

“我们力求把雷锋纪念馆打造成全国人民缅怀英雄、学习先进、感受崇高的学习基

地，像灯塔一样把雷锋精神的光芒发散到祖国大地。”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馆长李强说出的

心声更是承诺，抚顺雷锋纪念馆正以日臻完善的功能向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展现雷锋事迹、传播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人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到抚顺雷锋纪念馆参观。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吴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