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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上午，记者来到已经完成改造的
大东区小什字街，排列整齐的停车位，人车分
离、人非分离的慢行道，都让原来拥挤的道路变
得通畅无阻，行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各行其
道。今年全年，沈阳共完成32项街路更新工程，
超额完成任务，明年计划实施南京街、黄河大
街、大北关街、东北大马路等街路更新工程。

“原来的小什字街马路很破旧，满街都是汽
车，行人没地方走，现在改造之后环境变化真的
很大”，大东区金星社区居民王成新这样感叹。

现在的小什字街虽然仍保持着和原来一样
的双向四车道，但道路两侧的面貌与之前大不
相同。首先是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有了物理
分割，用路缘石分隔停车位，做到有序停车，而
且停车位不占用非机动车道；其次，是非机动车
道下卧，与人行道分离，实现行人优先、非机动
车优先，人车分离、机非分离，人行道贯通、非机
动车道贯通；再次，小什字街原来的“空中蜘蛛
网”也消失不见，沿线的电力架空线缆、通信光
缆、路灯、监控等飞线都被迁移至地下。

大东区城市建设局城市更新部科长李冰介
绍，小什字街地处繁华，周边商铺众多，为了满
足停车需求，街路更新过程中将停车位由原来

130处增加至149处。同时，停车位侧分带还加
设了地灯，增加亮度便于停车观察车位边石位
置，使整条道路夜间更加明亮美观。线缆入地

的同时，还通过“多杆合一”，将信号灯，道路指
示牌，路灯，交警及公安监控合并，最终整条小
什字街仅保留综合杆40组，普通路灯杆42组。

小什字街是大东区今年的街路更新示范
路，不仅如此，小什字街和青年大街、北站路、南
京南街同为今年沈阳街路更新的样板工程。沈
阳的每个区也都打造了一条示范路，比如莲花
山路、惠工街、吉力湖一街、花海路、蒲新路等。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处工作人员陈闯
介绍，今年年初，沈阳计划启动20项街路更新工
程，经市区两级政府主动加压，2023年全年共完成
32项、68公里的街路更新工程，超额完成任务。

同时，沈阳市在街路更新工程中践行“以人为
本”，将关注重点从“以车优先”向“以人为本”、从“道
路红线管控”向“街道空间管控”、从“注重交通功能”
向“关注街区发展”三个方向转变，全面开展街路更
新。并依据空间形态、经济业态、环境生态、文化活
态提炼总结54个更新要素，修订出台《街路更新设
计导则》《城市道路改造及维修养护导则》，以后的街
路更新工程都将以此为指导进行。

据介绍，2024年沈阳计划实施南京街、黄河大
街、大北关街、东北大马路等街路更新工程。目前，
南京街、黄河大街街路更新工程已经完成地下管网
综合方案编制，启动实施管网改造工作，同步组织
道路主体的设计方案编制工作，为明年主体开工提
供保障。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今年已完成32项街路更新工程

沈阳明年将更新南京街等干道

多个珍贵历史图片、文物首次展出
策展人为您梳理辽宁“六地”红色印记主题展有哪些看点

小什字街改造后，非机动车道下卧，与人行道分离。 辽沈晚报记者 曲直 摄

汇集了关于辽宁“六地”的最新阐释成果，
多件珍贵的历史图片、史料和文物均为首次展
出……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的《守望丰
碑 薪火相传——辽宁“六地”红色印记主题
展》，作为首个全面阐释辽宁“六地”内涵的专题
展览，自今年9月18日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展出以来，就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截
至目前，已有 49.6 万人次参观展览。特别是在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期间，观众参观量达 19.8 万
人次，使来自省外的游客了解到辽宁“六地”红
色文化的丰富内涵。

日前，记者采访了该展览策展人之一、沈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范丽红，
对展览看点进行了梳理和盘点。

看点一：对辽宁"六地"内涵
重新梳理、提炼、阐释

“这个展览就是对辽宁‘六地’内涵的一个
重新梳理，提炼和阐释的一个过程。范丽红表
示，辽宁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
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
和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孕育并汇
聚了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
劳模精神、雷锋精神，展现了辽宁人民在党领导
下的牺牲和奉献、情怀和担当、梦想和追求，彰
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独具特色的辽宁
篇章。

作为首个全面阐释辽宁“六地”内涵的专题
展，汇集了关于“六地”的最新阐释成果，每一部
分从三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每一地”的丰富内
涵，与此同时，结合辽宁“六地”所蕴含的中国共
产党精神谱系予以重点表达，充分体现展览“见
人、见物、见精神”的时代价值。同时，展览力求
体现近年来辽宁作为红色资源大省，在挖掘、保
护、研究、利用、展示“六地”资源方面的最新成
果，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史料和文物均为首次
展出。

看点二：将多个最新阐释成果
与研究成果进行展示

本次展览的另一大看点，就是将多个最新
阐释成果与研究成果进行展示。

范丽红介绍说：“如抗美援朝出征地部分，
此次对辽宁是抗美援朝出征地进行了进一步阐
释，通过对史实的梳理与总结，我们也可以得出

结论辽宁还是抗美援朝的凯旋地，也是牺牲的
志愿军将士的长眠地。这其中的意义内涵，得
到了进一步提升。”

同时，此部分还对首次挖掘出的十处出征
地点进行了介绍。其中，八处为固定的桥梁，
两处则是随建随撤的舟桥，志愿军过桥后即撤
下。

“在展览中，我们没有讲战争，而是将辽宁
在抗美援朝过程中发挥出的作用全面总结出
来。辽宁在抗美援朝过程中，在十三个方面作
为后方，包括物资、人员、医疗、防疫等等方面给
出了强有力的保障。”

此外，在抗战起始地部分，展出的位于辽
宁的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照片，也是本展览的最
新研究成果；在雷锋精神发祥地部分，首次对
雷锋在辽宁的工作足迹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
展示。

1958年，雷锋来到辽宁鞍钢，是辽宁火热的
建设时代，吸引雷锋投入到这场革命中来。感
召他走到了辽宁这片热土之后，孕育而生了雷
锋精神。雷锋在辽宁工作了3年9个月，是这片
热土滋养了他，锤炼了他，使他获得成长。

“对雷锋在辽宁的工作足迹的梳理，我们可
以得出结论，雷锋的足迹几乎遍及辽宁，雷锋精
神的种子已经播散在了辽宁这块土地上。”也使
观众可以直观体会到：“辽宁是雷锋精神的诞生
地，同时我们也是学习雷锋精神的策源地，雷锋
精神也成为了辽宁这块土地上闪闪发光的精神
坐标。”

看点三：多件历史图片、史料
和文物首次亮相展览

在展览中，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史料和文
物均为首次展出。

1931 年 9 月 18 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
在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国难降
临，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军队部分爱国官兵奋起
还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时间发出宣言，举起抗
日旗帜，吹响民族解放的号角；辽宁各阶层民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此开启了14年不屈
不挠的抗战之路。辽宁，历史性地成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起始地。在此部分，首次展出的《进
攻北大营经过要图》上可以看到，日军用红笔重
点标注两段文字:“步兵第六二〇团第二营顽
强抵抗”“一时四十分受到猛烈射击”。记录了
九一八事变当晚日军进攻北大营时，中国军队
顽强抵抗情况。

首次展出的还有于1931年，日本发行的“奉
天北大营战跡纪念”明信片。这7张明信片正面
是日本奉天新闻社拍摄的日军突袭北大营的照
片，画面内容不仅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
争历史实证提供了依据，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
明东北军第七旅部分爱国官兵在突袭北大营时
进行了顽强的反抗。

该部分还首次展出了4份日本出版《东京日
日新闻》报纸的号外版，如在 1931年 12月 24日

的《东京日日新闻》上，醒目印着标题为《义勇军
东进》的“新民屯23日发军邮”文章，文中以日军
的视角，图文结合，记录着东北军和抗日义勇军
一起顽强抗击日军的战斗实况。篇幅很短，却
是不甘做亡国奴的辽宁爱国军民不屈不挠，抗
日救国精神的最好体现和见证。

此外，在新中国国歌素材地部分，马叙伦参
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会
议纪要等珍贵史料也是首次展出。

看点四：裸眼3D效果
为观众呈现辽宁“六地”历史

裸眼3D效果为观众呈现辽宁“六地”历史；
打卡互动区完成答题即可在打卡册上加盖专属
印章留念……展览综合利用数字新媒体等多种
手段，提高展览的融入感与互动性，使展览“活”
起来，让观众将展览带回家 。

为了提高展览的融入性与互动体验，展览
特别为观众设置了体验区与互动区。观众在欣
赏展览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体验区。体验
区以“漫步‘六地’”数字多媒体演绎厅的形式呈
现，该区域的一大亮点就是通过声光电及互动
投影等技术形成沉浸式演绎空间，以人动情讲
述“六地”历史的方式，将观众带入历史，同时配
合“六地”画面内容的切换，观众感受到的是裸
眼 3D 的视觉效果，不仅带来视觉震撼，也使观
众身临其境感受历史，实现沉浸式观展，收获强
烈的情感体验。

据了解，展览将数字多媒体演绎厅放在展
览初期，希望通过此新颖的多媒体手段吸引观
众，激发观众观展情绪与热情。

在红色“六地”互动打卡区中，通过提取辽
宁“六地”红色文化资源中“每一地”特有元素制
作剪影造型，立体展现“六地”形象，并设计拍照
打卡留念区，为观众留下美好的观展记忆。

同时，设计印章打卡系统，为“每一地”单独
设计了专属印章。观众可领取打卡册，并在“每
一地”打卡处通过完成问题回答，加盖此地专属
印章留念。引导观众在互动中，了解更多“六
地”相关知识，进一步激发观众观展热情。互动
打卡册的设置，不仅提高了展览的互动性，还可
使观众将展览带回家。

范丽红介绍，展览后续还将开展全省巡
展。同时，围绕辽宁“六地”红色资源，开展展览
相关文创产品的开发。进一步让展览“活”起
来，更好地宣传辽宁“六地”精神和辽宁“六地”
红色文化，使其在辽宁大地上生根发芽，深入人
心。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文并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