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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涛

寒冬腊月，南方“小土豆”纷纷涌向东北，

领略“林海雪原”的独特风情，体验冰雪运动

的无限乐趣，而分布在这片广袤黑土地上的

东北抗联遗址、抗联文物展馆等，也成为很多

游客的旅途打卡地。

吉林省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发祥地和重要

活动区域。近年来，该省不断加强对抗联遗

址遗物的发掘保护和开发利用，今年 1 月 15

日又印发了贯彻落实《三年行动计划》的若干

措施，目前，全省各地有关部门正积极推动相

应工作全面提质升级，努力为红色资源赋予

新活力。

推进系统研究和价值挖掘

在吉林省中南部的磐石市红石砬子山区，

坐落着中国共产党于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

抗日游击根据地，东北抗联第一军就在此发

轫。2021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孟庆

旭带队进驻红石砬子，开始进行考古挖掘，这

也是对抗联遗址国保单位的首次发掘。

“红石砬子核心区调查清楚的革命遗迹

有 3300 余处，非常密集，是全国现存规模最

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抗联遗址群。”

孟庆旭介绍，目前考古队已发掘2800平方米，

出土枪支弹药、陶瓷器用具、铁制工具等各类

遗物 900余件，清理出来的地窨子遗存、带火

坑的房址、训练用的大型平台等，直观反映了

当年抗联战士的生产生活和军事斗争状况。

红石砬子考古发掘，为解读东北抗联历

史提供了翔实的实物依据，从考古学角度阐

释了东北抗联密营的形制形态特点。对红石

砬子进行考古挖掘的同时，考古队还在通化、

吉林两个市域开展了抗联遗址调查，共发现

各类抗联遗址遗迹 22000多处。

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

走进 2023年 9月在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

馆揭牌的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工作

站，记者看到，这里分三个区域：出土文物保

护区、样品采集制备区、文物分析研究区。半

开放式的场地设计，可供游客透过玻璃窗一

窥内部工作场景，发掘出土的铁制文物在这

里通过机械除锈、烘干、封存等流程得到相应

的保护处理。

“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建立了专门的

文物保护工作室，并联合北京科技大学从事

实验研究，而对遗迹的保护还需有关部门制

定专业方案。”孟庆旭说，抗联遗址都是土质遗

迹，面临水蚀、冻融、风化等风险，如直接露天

展示，很可能十年、二十年后就会灰飞烟灭。

为做好抗联文物保护，吉林省从立法层

面强力推进相应工作。今年 1 月 1 日，《吉林

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正式施行。这部

地方性法规明确了保护责任主体，建立健全

了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管理制度，确立了不可

移动、可移动、非物质红色资源分类保护措

施，涉及红色资源的修缮修复、抢救性保护、

风险防控等。

处于长白山腹地的白山市，抗联文物资

源丰富，杨靖宇将军就是在该市靖宇县境内

壮烈牺牲的。目前，白山共有抗联时期各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219 处 ，可 移 动 文 物 624 件

（套），市委市政府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地方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成立以文旅、公安、规

划、住建、财政等部门为成员的文物保护领导

小组，对文物保护点分批次启动了“有保护范

围、有保护标志、有保护档案、有文物保护员”

的“四有”保护措施，建立起“文物身份证”和

动态化、数据化管理体系，并已为杨靖宇将军

殉国地等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制了保护

维修方案。

记者从吉林省文旅厅革命文物处获悉，

接下来，该省即将有计划地实施一批具有示

范引领作用的保护展示项目。此外，吉林省

还拟会同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共同编制东

北抗联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规划。

“重走抗联路”成新热门

“眼下我们正忙着对东北抗日联军第二

军纪念馆进行提档升级，拟新建 1000平方米

的纪念馆，通过进一步丰富展厅展品、强化声

光电布展效果等，打造集历史研究、红色教

育、旅游参观为一体的红色主题纪念馆……”

《工人日报》记者吉林省延边州革命老区建设

促进会联系时，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培英刚与

安图县沟通完相关事宜。

东北抗联先后组建了 11个军，安图县新

合乡寒葱沟村是抗联二军诞生地。在党的领

导下，抗联二军联合延边其他抗日武装浴血

奋战，涌现出魏拯民、王德泰、童长荣、陈翰章

等一批抗日名将。

“几年来，我们争取国家革命老区转移支

付资金近 8亿元，其中州、县（市）老促会累计

投入 8500多万元，推动建成了寒葱岭东北抗

联密营文化展览馆、药水洞苏维埃政府革命

遗址公园、大荒沟党史教育展览馆、童长荣纪

念馆等一批红色地标。”张培英说，这些抗联

地标与当地自然景观、冰雪风光、民俗风情等

有机融合，使延边红色旅游逐渐连点成线、拓

线成面，吸引了州内外大量游客重走抗联路。

作为革命老区的通化，也在深入挖掘和

整合东北抗联红色资源，创建“重走抗联路”

红色教育项目。在杨靖宇烈士陵园、东北抗

联纪念馆、五女峰抗联密营等既有资源的基

础上，通化市加速推动白鸡峰抗联文化园、兴

林抗联文化园、龙湾抗联体验馆等各类遗址

遗迹的开发建设，打造自然景观与红色旅游

相得益彰的新景区，着力吸引全国各地的人

们前来参观学习。

深耕抗联革命文物保护 让红色基因焕发新活力

追寻“林海雪原”上的红色足迹
深耕抗联革命文物保护深耕抗联革命文物保护 让红色基因焕发新活力让红色基因焕发新活力

追寻追寻““林海雪原林海雪原””上的红色足迹上的红色足迹
为传承弘扬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为传承弘扬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20232023年年1111月月，，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财政部

联合制定联合制定《《东北抗联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三年行动计划东北抗联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3——20252025年年）》（）》（简称简称《《三年行动计三年行动计

划划》），》），要求深入开展相关资源调查要求深入开展相关资源调查，，加大保护管理力度加大保护管理力度，，充分发挥抗联文物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抗联文物教育功能。。

沙洲

近几个月以来，以“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为

支撑，众多考古学家参与制作的大型纪录

片《何以中国》正在热播。该片以宏大的

视野跨越时空，全面深入地讲述了中华大

地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

千多年的文明史。

如今，纪录片的国家相册价值已深入

人 心 ，纪 录 片 里 不 仅 有 生 生 不 息 的 今 日

中 国 ，也 要 有 博 大 精 深 的 中 华 文 明 。 深

度 发 掘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基 因 ，是 近 年 来

纪录片制作的重要创作方向。一大批关

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文物考古类纪录

片相继面世，《何以中国》《寻夏记》《寻古

中国》《中国（第三季）》《大运河之歌》《又

见三星堆》等集中涌现，收获了高收视和

好口碑。

这一批考古纪录片以考古成果为起

点，开启气势磅礴的文明溯源之旅，探寻

文物背后隐藏的历史记忆，用影像丰富着

“何以中国”的深刻内涵，可谓是具有标志

性意义的创新拓展与创作进阶。

如今，考古带来的一系列丰硕成果更

多地走进当代生活，为我们提供丰厚的精

神滋养和文化自信的底气。不过，考古发

现总体上呈现遥远且缺乏生命温度的特

性，科学严谨的研究成果也略显枯燥，艰

涩难懂。纪录片如何借助现代影像技术

和艺术化叙事，带领观众“寻根问源，叩问

来处”，擦亮民族灿烂的记忆，让遥远的过

去和火热的当下、无限的未来血肉相连，

无疑需要创新表达与叙述方式。

为了让年代久远且不易被今人理解

的考古成果以可亲可感的方式在观众面

前亮相，更多考古纪录片积极探索大众化

的表达方式，追求新颖丰富的内容呈现以

及叙事手法、表达形式的创新，从而交织

出丰富的叙事经纬。如《寻夏记》回溯了

60 年来考古人探寻夏文化的艰难历程，通

过 数 字 手 段 复 原 当 时 的 人 物 、场 景 和 都

城。为了增强传播效果，有的纪录片构建

台网传播矩阵，在各平台重点推荐，有的

纪录片开放二创版权，允许短视频进行二

度创作。

《何以中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以

新颖的记录手法和手段，为此类纪录片作

出了显著且成功的探索。主创们大胆地

采用艺术化的呈现方式，通过视听再造、

情景再现和戏剧化重构等手段，将最新的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串连起来，将考古材

料活化为一幕幕可影像化的历史场景。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片强调将宏大

叙事和动人情节结合，除了呈现大历史中

的大人物、大事件，还通过微观视角描绘

一个个普通人的生命体验，如秦国的底层

士兵兄弟黑夫和惊、仰韶文化时期的西坡

青年、凌家滩青年等先民形象。观众得以

感受时代风云变幻中的个体生命，感知中

华先民如何努力经营自己的一生，意识到

是无数个历史上未曾留名的他与她支撑

起中华文明的绵延，从而擦亮了宏大历史

的人民底色。

无论这几部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叙

事风格有何区别，背后的主创人员、参与

其中的考古人员都有着共同的追求。他

们架起时空的长镜头，向着历史的最深处

眺 望 ，以 创 新 性 话 语 与 更 灵 活 的 传 播 方

式，生动讲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展现

生生不息的烟火人间，既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描绘出有温度

的历史，也让“我们从何而来”的回答更加

亲切、生动。

擦亮我们灿烂的记忆

《繁花》余温不断 上海黄河路成网红打卡地

电视剧《繁花》热播后余温不断，上海的黄河路成为众多
粉丝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点。这条充满历史韵味和现代
气息的街道，如今已成为上海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视觉中国 供图

今年82岁的连丽如先生风采依旧。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黄巧维）日前，在中国传媒大

学播音主持专业教师的教学引导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职

工艺术团播音主持班的学员们为即将到来的结业课程“课堂

小考”做最后冲刺。随后，他们将以更加专业的水平把文艺作

品送到职工面前。

“从职工中来”“到职工中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组建

职工艺术团，将具有原创性、艺术性、代表性的文艺作品送到

职工面前，2023 年共计为区内职工群众送上 8 场特色慰问演

出，惠及北京经开区职工 3000余人次。

团员职工听课，专业教师授课，艺术技能提升。在北京经

开区，这样的课堂场景并不罕见。

“即日起招募爱好播音主持的职工群众加入职工艺术团

播音主持班”“诚邀具有一定歌唱水平、热爱歌唱的你成为职

工艺术团合唱团的一员”一则则招募通知的发布，不断充实着

职工艺术团力量，截至日前，经开区职工艺术团共有合唱队、

声乐队、舞蹈队、乐队四支艺术队伍共 107人。“每一种类型的

队伍成员都是由区内具有一定演艺基础的职工群众和专业演

员组成，平日里队伍内部能互相交流演艺技能，我们定期还会

邀请区内外专业教师对成员进行整体培训，满足成员持续实

现提升的需求，目前艺术培训课程共完成 216 课时。”经开区

职工艺术团有关负责人介绍道。

艺术团自成立以来，始终立足区域产业高地发展实际，挖

掘建设者的感人事迹，以众多奋斗者为原型，编排了原创话剧

《逐梦》、舞台剧《勇者无畏》等，引起广大职工的共鸣。

“今年，我们将让更多一线职工参与到线下文艺汇演等工

作中来，为职工提供更多展示机会。”经开区职工艺术团有关

负责人介绍，同时将围绕职工题材，创作一批职工群众喜闻乐

见的艺术作品，深入到工业园区、企业开展慰问演出活动，打

造经开区职工群众“家门口”的精神文化家园。

北京经开区职工艺术团：

打造“家门口”的精神文化家园

飞天奖“增发入场券”
更多网络剧可参与角逐

本报讯（记者苏墨 通讯员孙鑫仪）日前记者从国家广电

总局获悉，第 34 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再次扩大了评选范

围，除中央电视台或各地卫视频道播出的电视剧以及在全国

性重点视频网站首播的电视剧之外，在全国性重点视频网站

首播的网络剧也被纳入了评选范围。这意味着 2022年 1月 1
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首播的网络剧在本次评选中都得

到参与角逐的机会。

“飞天奖”作为电视类的“政府奖”，是国内创办时间最早

的电视奖项，其含金量不言自明。本届评选共设表彰名额 20
个，其中优秀电视剧奖 16 个，优秀导演奖、优秀编剧奖、优秀

男演员奖、优秀女演员奖各 1个。

近年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多次强调坚持网上网下统一

导向、统一标准、统一尺度，让越来越多的优秀网络剧呈现在

观众面前。有了网络剧的加入，参评作品将呈现出更加丰富

多元的特点，奖项也将推出更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和值得

肯定的优秀创作者。

2022 年，《开端》以其紧张的剧情、高能的悬念和富有创

意的设定吸引了大批观众，也获得了 2023首都电视节目春推

会首制协行业年会年度优秀网络剧、第 12届中国电视艺术创

新峰会中国电视创新影响力剧集等奖项。《梦华录》改编自关

汉卿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赵盼儿、宋引章、孙三娘三

姐妹自立自强的成长历程令人钦佩而印象深刻。该剧获得多

个奖项。2022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国家版本馆首批网络数

字版本入藏仪式上，该剧作为唯一一部古装剧被收入馆藏。

回顾 2023年，《漫长的季节》在腾讯视频开播即受到广泛

关注，更是拿下豆瓣评分 9.4的成绩。该剧在展现曲折复杂的

故事情节、底层人物残酷生活的同时，将小人物的命运与时代

变迁紧密相连，令人动容。该剧获得了第 18届首尔国际电视

剧大赏最佳迷你剧、第六届“初心榜”荣誉盛典年度优秀作品、

国剧盛典年度优秀剧集等多个奖项。《不完美受害人》聚焦“职

场性骚扰”这一现实议题，进行现实与人性的审判。案情发展

始终扣人心弦，当受害人反转变成加害人，被人肉、被网暴、被

羞辱，律师同样备受内心的煎熬，观众也同样面临着现实的思

考。这部剧获得了第 19届中美电视节年度最佳网剧、国剧盛

典年度优秀剧集等多个奖项，并且入选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3中国剧集精选。

此外，2022 年首播的《苍兰诀》《猎罪图鉴》《星汉灿烂》

《卿卿日常》《唐朝诡事录》，2023年首播的《长相思》（第一季）

《欢颜》《鹊刀门传奇》《云襄传》等，等网络剧集入选了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优秀网络视听作品。

哪些网络剧能够问鼎本届“飞天奖”，值得期待。

视 线G

700余年宏恩观变身中轴线文化博物馆

近日，拥有700余年历史、已修缮完
成的宏恩观向公众开放，观内的北京中
轴线主题邮局也开始试运营。据了解，
宏恩观地处北京中轴线北端、钟鼓楼北
侧，被称为中轴线上的“龙尾之要”。经
历多次功能演变后，如今的宏恩观已变
身“观中”中轴线文化博物馆，成为涵盖
数字艺术展、宏恩观历史展、中轴线主题
邮局、书店、文创商店等内容的市民文化
空间。市民游客可在“观中服务”小程序
上对感兴趣的空间活动进行预约。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参观者在中轴线主题邮局中小憩。

1月24日，一名读者正在“观·书殿”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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