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现状存在
不足，包括：地方经费投入不足，低级
别革命文物保存状况不容乐观，革命
类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经费和革
命文物征集费用不足；研究深度不够，
不少纪念场馆、红色景区重形式轻内
容，革命文物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人
才队伍薄弱，难以满足革命文物保护
需求等。

对此，广东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
和顶层设计；建立齐抓共管的工作机
制；加大革命文物经费投入；调动社
会力量共同参与；提升革命文物展示
水平；培育专业人才队伍等六项针对
性举措。

其中，广东争取在年内出台《广东
省革命遗址保护条例》，为革命遗址保
护利用提供法律依据；持续推进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
文化遗产游径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出
《革命文物里的党史故事——追寻红色
足迹（第二季）》系列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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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革 命 文 物 数 量 位 居 全 国 前
列 ，特 点 也 非 常 鲜 明 。 总 的 来 说 ，广
东 的 人 文 地 理 因 素 造 就 了 天 生 的 革
命基因，这里涌现出很多早期的革命
先 烈 ；缘 于 上 世 纪 的 特 定 历 史 阶 段 ，
广 东 留 下 很 多 特 殊 类 型 的 红 色 革 命
史迹，与近代史上的重要革命事件息
息相关。

近年来，在革命文物的利用方面，
广东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其中，通
过 文 化 线 路 串 联 革 命 遗 产 是 一 个 亮
点。像华南抗战研学基地，实际上就
是通过把分布在粤北各市县的抗战期
间 华 南 高 等 院 校 办 学 史 迹 点 串 联 起
来，形成可读可游的研学基地，实现活
化利用。

广东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也存在
短板。首先是人才队伍建设存在比较
大的缺口，特别是机构的设置、从业人
员的数量以及培训等，都跟广东丰富的
革命文物资源不匹配。

目前，广东文博机构的力量设置相
对显得有点薄弱。比如广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总编制只有 50 个人，既要做
田野考古、水下考古，还要做古建筑保
护……基层市县文物工作方面的人手
就更不够了，很多市县都只有一个文物
科，科里可能只有一个人负责文物工
作。因此，各市县的博物馆人员力量也
亟待加强。

此外，我认为在近代史迹和红色史
迹研究工作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
的匮乏和获取历史档案方面的掣肘。
中国共产党早年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
地、见证人、文献资料都很难找寻，导
致研究工作开展非常困难。另一方面，
不少保存下来的城建、历史档案又分散
在房管局、档案馆、城建档案馆等多个
部门，资源并未实现共享，不同行业的
档案管理存在壁垒，也还没有充分开放
给公众进行查阅。我呼吁，争取早日实
现历史档案的信息化和公众共享，让革
命遗产保护历史工作可以建立在更加
严谨、准确、扎实的史料研究基础上，
力求历史信息真实，确保革命文物遗存
真实完整。

在新时代，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
要建立在扎实的、深入的史料研究基
础之上。比如，我们做华南研学基地
的前期研究，也是在浩如烟海的历史
档案中，抽丝剥茧地寻找师生们在这
段 时 期 的 经 历 。 这 些 扎 实 的 前 期 工
作 ，直 接 启 发 着 后 期 的 活 化 利 用 工
作，像信息柱的设计、遗迹的修缮等，
既 有 丰 富 的 知 识 点 、可 信 的 来 源 ，又
时尚有趣，效果非常好。沉浸式体验
等 更 加 活 泼 的 方 式 能 让 年 轻 人 更 容
易理解，也能更好地讲述蕴藏的红色
故事。

广东首亮革命文物家底
红色宝藏数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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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中共三大
会址纪念馆改扩建竣工
开馆。党员、群众通过预
约，纷纷走进纪念馆，体
会近百年前革命先辈的
筚路蓝缕。广州市恤孤院
路的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
场上，留着98年前中共三
大代表走过的足迹。

南粤大地上，众多革
命文物星罗棋布：红墙黄
瓦的广州农讲所农民运
动讲习班的上课声，似乎
至今犹在人们耳畔回响；
海丰红宫、红场旧址，见
证了大革命时期彭湃领
导的海陆丰革命斗争
……这些革命文物，串连
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展示
着一段段峥嵘岁月和光
辉历史，传承南粤百年红
色基因。

据介绍，广东革命文物延续年代最长、序列最完整、种类最齐全

线路1 红色广州·革命之城
广州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旧址—中共三大
会址纪念馆—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
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
和烈士陵园

线路2 奋进大湾区·逐梦新时代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地铁博物馆
—佛山市珠三角工匠精神展示馆—
深圳市莲花山公园—深圳市博物馆

—大亚湾核电站—大亚湾中微子实
验室—港珠澳大桥

线路3 岭南文化·人文遗存
梅州市平远县仁居镇仁居村—

梅州市平远县泗水镇梅畲村—梅州
市梅县区雁洋镇长教村—梅州市大
埔县西河镇北塘村—潮州市广济门城
楼—潮州市广济桥—潮州市牌坊街—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霞露村—汕头市
侨批文物馆—汕头市开埠文化陈列馆
—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波溪村

200余件文物再现历史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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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广东是革命文物大省，那到底全省革命文物家
底几何？6月23日，首次公布的《广东省革命文物名录》
给出了答案——目前，广东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共计
1513处，可移动革命文物4544件（套），数量和级别均位
居全国前列。

实施革命文物固本强基
行动；实施革命文物保护修缮
行动；实施革命文物展示利用
行动；实施革命文物宣传教育
行动；实施革命文物文旅融合
行动……近年来，广东实施了

“五大行动”，推动红色基因传
承向纵深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的革
命 文 物 经 费 保 障 进 一 步 加
强。省级财政年度文物保护专
项经费逐年递增，从 2015 年的
0.6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2亿
元，并从 2019 年起 5 年专项安
排15亿元实施省级以上红色革
命遗址保护建设、展陈提升行
动，统筹各项相关资金70亿元
支持红色革命遗址免费开放、
红色教育基地打造等工作。

在革命文物保护修缮方
面，广东先后组织对海丰红
宫、红场旧址等 24 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杨匏安
旧居等 100 余处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进行修缮，相继开展孙中
山故居等一批革命文物的专
项保护规划。广东还探索建
立“岁修”制度，2021 年按照每

处每年 3 万元的标准，拨付超
2600 万元省财政经费用于 886
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
日常保养维护，并下达 1000 万
元抢险加固经费，优先用于濒
危革命文物抢救性保护。

在革命文物文旅融合方
面，广东探索建立“革命文物
保护修缮—陈列展示—周边
环境整治—红色旅游景区”的
全流程建设模式，印发《加快
推进我省革命老区和原中央
苏区红色旅游发展的工作指
引（2020 年-2022 年）》。鸦片
战争博物馆、中共三大会址纪
念馆入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文化和旅游部推介的 60 个全
国红色旅游发展典型案例。
惠州东湖旅店——营救中国
文化名人陈列馆入选 2020 全
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
例。广东红色旅游受到游客
的欢迎。据统计，今年“五一”
假期，广东纳入监测的 13 家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共接待游
客 104.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76.7%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4.9%。

可移动革命文物均是珍贵文物

5年安排15亿元专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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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在国家文物局
核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革命文物名录中，广东的
三元里平英团遗址 、中国共
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
址等 30 处入选，数量位居全
国第四。这得益于广东拥有
的丰富革命文物资源。

“广东是革命文物延续年
代最长、序列最完整、种类最
齐全的省份。”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革命文物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经核定，全省现有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 1513 处，其
中除了 30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还有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105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729 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649 处；全省可移动革命文物
4544 件（套），全部都是珍贵
文物（分为一、二、三级）；拥
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13
个、红色旅游 A 级景区 23 个。
全省 21 个市 82 个县列入中宣

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文物局联合公布的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片区（有重复划入的
县、市、区），包括原中央苏区片
区、海陆丰片区、长征片区（红
一方面军）和广东片区，是全国
为数不多全域覆盖的省份。

《广东省不可移动革命文
物名录》分析报告显示，总体
而言，广东不可移动革命文
物具有时间跨度长；革命文
物 总 量 多 、质 量 高 ；类 型 丰
富，分布范围广；分布广泛且
相对集中等特点。其中，广
东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所属
时限，起自鸦片战争，止于改
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时间
跨度之长在全国范围内均属
罕见；保护级别高，属于市县
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占总数量的 57.1%；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类型丰富，涵盖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所有类型，
涵盖全省 21 个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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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的一栋黄色小楼，串连起90多年
前的革命历史。这栋小楼便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所在地，在
全国工人运动中拥有独特的地位。近日，羊城晚报记者走进这
栋小楼，重温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96 年前，这栋黄色小楼开始
进入全国工人运动的视野——
1925 年 10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
（以下简称“全总”）迁入位于越秀
南路的惠州会馆办公，成为大革命
时期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1925 年 5 月 1 日，第二次全
国劳动大会召开。大会到会代表
281人，制定并通过《工人阶级与
政治斗争决议案》等30多个决议
案。同时，大会正式宣告成立中
华全国总工会，通过《中华全国总
工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
总 工 会 第 一 届 执 行 委 员 会 25
人。“全总”第一届执行委员会选
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
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总部机关
暂设于广州。“全总”是领导中国
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全国性机构。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国
工会和工人运动史上的又一次
里程碑式大会。自此，“全总”便
成为动员和团结全国工人的旗
帜，引领革命工会和工人运动奋

勇向前。
在“全总”的建设与全国工人

运动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始终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总”
成立之初，共产党就在“全总”设
立了党团，由邓中夏担任党团书
记及“全总”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等职务。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宣
教部副研究员郭小聪介绍，“这意
味着在全国总工会内部的行政工
作、宣传工作都是由共产党员领
导并执行党的决议”。

史无前例、持续时间长达 16
个月之久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便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
委共同领导。1925年上海“五卅”
惨案发生后，“全总”立即派邓中
夏、杨殷到香港组织工人罢工，有
效打击了香港的帝国主义势力。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
1927 年 2 月，“全总”北迁汉口办
公，原址改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
办事处。广州作为全国总工会的
发源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全总”旧址原为惠州会馆，
始建于清末。1917年 12月，援闽
粤军总司令部在此地设立。国共
合作时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第一、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以及广州工人代表会曾设在此。
1925年 8月，廖仲恺、陈秋霖在该
楼前被刺杀，其庭院中设有廖仲恺
先生牺牲处纪念碑和工农运动死
难烈士纪念碑。1959年，“全总”旧
址被辟为纪念馆，刘少奇同志题写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牌匾。
1988年1月，“全总”旧址被国务院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 年，“全总”旧址又将走

进新的历史。为了迎接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广东革命历史
博物馆于 2019 年开始启动“全
总”旧址纪念馆陈列展览提升改
造项目。目前，该项目正在密锣
紧鼓进行，将于近日竣工，重新对
外开放。

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
馆陈列编辑谢潇瑾介绍，基本陈列
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为主
题，通过六个部分，全面展示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总”的诞生历
程及其在广州领导工人运动的历
史。复原陈列则坚持“旧址就是最
重要的文物展品和展示空间”理念，
再现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惠州会馆二
楼的办公场景及旧址的历史变迁。

展陈改造重点突出文物展
示，展出文物将多达200余件，涵
盖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创建历程
及其在广州领导工人运动的方方
面面。其中重点文物展品包括：中
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之
路》、1925年底中华全国总工会省
港罢工委员会发给罢工工人的黑
色棉衣、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
讲习班证章、刘少奇在劳动学院
讲授的《工会组织法讲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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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
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
公 社 旧 址 ，国 民 党“ 一 大 ”旧
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中山
纪念堂，广东咨议局旧址，中国
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
址，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
员会旧址，广东省农民协会旧
址，广州大元帅府旧址，三元
里平英团遗址，黄埔军校旧址
与黄埔军校燕塘分校旧址，洪
秀全故居，林则徐销烟池与虎

门炮台旧址，双峰寨，土洋村
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国民革
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
旧址，司徒美堂故居，叶挺独立
团团部旧址，叶挺故居，叶剑英
故居，三河中山纪念堂，谢晋
元故居，海丰红宫、红场旧址
与赤山约农会旧址，香港文化
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大岭
山抗日根据地旧址，蒋光鼐故
居，孙中山故居，中央红色交
通线。

六大举措提升
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

广东3条线路入选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

广东30处入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文物名录

曾为领导全国工人运动中心

争取早日实现
红色历史档案

信息化和公众共享

广 东
省文物 考
古 研 究 所
所长曹劲：

东莞虎门林则徐销烟旧址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广东红色旅游受到游客欢迎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 的
机 关 报

《工人之
路》

文
脉
走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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