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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思教育遇上抗战文化
1938年8月至1945年5月，为坚持抗战，

福建省政府被迫内迁永安达7年之久，省主
席公馆、省教育厅、省高等法院等40多个省
政府机构和文化教育部门，陆续迁到了永安
吉山村。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永安抗战旧址
群”名列其中。

“永安抗战旧址群”内含福建省国民政府
办公旧址——永安文庙、国民党台湾党部旧
址——复兴堡、福建省国民政府卫生处旧址
——萃园等12处旧址，分布在永安市区、吉
山村和文龙村三个地方，建筑占地面积约3
万平方米。如今，“永安抗战旧址群”能够得
到保护，也凝聚着政协委员林胜贵和永安一
中师生们、文物保护工作者们的智慧。

林胜贵身为永安一中“创思课”教师，从
2003年12月起连续担任永安市第十一届、第

十二届和第十三届政协委员。
2009年9月，高二学生陈卓，张宜瑕、廖

力嘉在课间找林胜贵，汇报了她们的重大发
现：在暑假期间，到永安吉山登北陵的途中，
听说山脚下有一个抗战时期的防空洞，这让
从未听说过永安曾是战时省会的她们颇感惊
讶和好奇。她们下山参观，看见“省主席防空
洞”的铭牌，让她们确信，现在的春谷山庄曾
是抗战时期省主席公馆的所在地，为了防止
敌机轰炸，当时，两位省主席（陈仪、刘建绪）
都在防空洞里办公。

“得知情况后，当天中午，我带上照相机
与陈卓、张宜瑕、廖力嘉便乘车前往到春谷山
庄考察。”林胜贵回忆，到了吉山，当年的省主
席公馆早已荡然无存，防空洞出口处的一间
石屋内，保留了当年的桌椅和两个马灯，门扇
靠上面的活页螺丝已经脱落，整个木门摇摇
欲坠，防空洞内一片漆黑。

在现场，林胜贵用照相机拍了数张学生

们实地考察的照片，并告诉学生，这是“过程
实践性”的重要佐证。此时，大伙心里纳闷：
为什么“省主席防空洞”这么重要的遗址却处
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发现这一问题后，又该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改变遗址的现状呢？

“创思课”全称为“创新思维教育课”，它
是永安一中从2001 年起开设的一门校本课
程，通过每周一节的“创思课”引导学生充分
利用校内外现有的各种教育资源开展“创思
活动”和研究性学习。“创思课”的开展让学生
们学会了从身边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确定课
题后开展课题研究。他们将“永安抗战遗址
考察及保护对策研究”作为课题开始了深入
调研，林胜贵作为指导老师参与。

保护永安抗战遗址
在林胜贵的肯定和鼓励下，3 名学生组

成了研究小组。她们针对永安抗战遗址的问
题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先后考察国立音专

遗址、省教育厅旧址、省立永安中学旧址、省
国民政府卫生处旧址——萃园，省高等法院
旧址等遗址。

“当年，除了萃园几经修缮保护，保存相
对完好外，其它几处遗址均有不同程度的损
坏。”林胜贵坦言。

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和采
访知情者，大家了解到，永安曾经有过一段省
会的历史，并经过不断深入地了解与讨论，确
定了“从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角度提出战时
省会永安遗址保护的重要意义”，最终形成书
信材料，经原永安一中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
范纯正代表学校审核修改后，于2009年10月
16日寄给了福建省委。

该建议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很快，永安市委、市政府采取行动。2009

年12月2日，永安市委、市政府正式印发了3
份有关抗战文化建设方面的文件：永安市委、
市政府《关于成立永安抗战文化遗产保护与
开发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永安市委、
市政府《关于成立闽台（永安）文化创意产业
园建设指挥部的通知》、永安市委办和市府办

《关于成立永安抗战研究会的通知》。2010
年，永安市政府首次将“抗战遗址保护”列入
重点开发建设项目；2013 年 3 月 5 日，“永安
抗战旧址群”正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5年8月，“永安抗战旧址群”被列入第二
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16年1
月，永安市编制完成了《福建永安抗战旧址群
建设保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21 年，

“永安抗战旧址群”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革命
文物名录。

从 2009 年 9 月确定研究课题开始至
2013年3月，历时约3年半的时间，林胜贵和
学生们终于实现了“保护抗战历史文化遗址”
的目标。

保护抗战文物就是保护历史记忆。近年
来，永安市多措并举将抗战文化资源开发与
永安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加大抗战文化遗存
保护力度，积极向上争取1.1亿元专项资金，
完成吉山村和沧海村、省立农专、国立音专等
一批永安抗战遗址群修缮，有效推动了当地
抗战文化遗址保护、抗战文化宣传教育等工
作的开展。2022年3月，永安市制定印发了

《永安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试行）》，进
一步对为永安抗战文化遗址的保护提供政策
依据。

“目前，我们永安的复兴堡正在申报福建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永安市文旅局文化遗产
科罗先嵘介绍。

与乡村振兴建设相结合，永安市把历史
旧址开发成旅游线上的精品景点。如今，“永
安抗战遗址群”已成为永安对外宣传的一张
名片，永安市正在以上吉山村为核心，打造永
安抗战文化公园项目，建设抗战纪念馆、抗战
文化研究中心等，将吉山打造为永安人民的
休闲胜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永安：抗战旧址焕新生
●永安记者站 林 丹 牟 军 文/图

深耕红色沃土
火热的夏季，将乐县白莲镇墈厚村迎来

参观游览高峰，一批批开展党日活动、党纪学
习教育、中小学生研学的游客团队，前来接受
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

墈厚村位于将乐县最南端，属偏远村
庄。村子四周群山环抱，清幽静谧，正是这
个独特的地理位置，1933年至1934年红军先
后进驻墈厚村，在这里打响了著名的铜铁岭
战役。

如今，这里仍保存着红军堡、铜铁岭战役
战壕、铜铁岭战斗指挥部旧址（荣光公祠）等
遗址。红军堡和荣光公祠被列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2017年墈厚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央
红军村”。

近年来，为了让后人更好地铭记墈厚村
的革命故事，墈厚村不仅修缮了红军墓、红军
医院等红色革命遗址，还打造了红军广场、红
色墙绘等项目。“文保修缮投入约160万元，其
中村民集资了30万元。”村副主任汤水旺说。

正是这种红色基因影响着一代代的墈厚
人，小村庄正发生着不一样的变化。在这里，
游客可以体验听一个红色故事、走一次红军
路、吃一餐红军饭等主题活动，重温红军艰苦
卓绝的峥嵘岁月。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
串联各处旧址遗迹，最大限度还原呈现革命
先辈们走过的足迹和生活、战斗时的场景，把
墈厚村打造为将乐县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

‘金名片’。”汤水旺谋划并憧憬道。
将乐是原中央苏区县，是当年连接中央

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战略要地，是中央苏区
在东面的重要门户，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朱德、彭德怀、刘伯坚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这里领导和指挥过革命斗争，是一块具有
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沃土。

光辉的革命历史，是将乐人民宝贵的精
神财富。将乐县现有革命遗址遗迹110处，其
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将乐县加强其保
护利用，目前共投入665万元，其中争取老区
发展专项资金315万元，完成将乐·中央苏区
县纪念馆等17个革命遗址保护修缮和布馆建
设，不断夯实文旅融合根基。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将乐县
成立“五老”宣讲团、青年宣讲小分队，今年上
半年开展红色故事宣讲20余场；利用沪明对
口合作契机，5月与上海中共四大纪念馆共同
举办《固本强基筑堡垒》红色展览；将中央苏
区县纪念馆、南口镇蛟湖村杨氏宗祠等红色
教育资源串点成线，打造“清廉之旅”现场教
学精品线路，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绽放文旅之花
在红六师机关旧址杨氏宗祠，感悟伟大

革命精神；在手工擂茶馆，体验并品味擂茶；
在陶艺馆，感受将乐窑独特魅力……将乐县
南口镇蛟湖村推出的红色文旅大餐，备受游
客青睐。

杨氏宗祠，始建于清代（1717年），是杨时
后裔祭祀建筑，亦是苏区旧址。蛟湖渡口是
当时与明溪及将乐南部交通的唯一通道。
1933年8月，红六师进驻蛟湖村扼守交通要道
咽喉，师机关就设在杨氏宗祠内。

其间，红军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
运动，成立了蛟湖乡苏维埃政府及赤卫队，留
下了“民搭桥来渡红军”等红色故事。红六师
机关旧址杨氏宗祠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省家风家教示范基地。
蛟湖村还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幼年居

住地和后裔聚居地之一。蛟湖村深入挖掘红
色文化、杨时文化，引进福州西湖国际学校
投资入驻，融入将乐擂茶、杨时祭祀习俗等
将乐非遗文化，培育研学旅行、农事体验、
水上运动等文旅产业，年接待游客 4.5 万余
人次。

将乐龙栖山，不仅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还保留着多处革命战斗遗址，并建有苏区纪
念馆。8月11日，将乐县一中700余名研学团
队到此参观学习。

龙栖山苏区纪念馆面积约120平方米，布
局形式分为上墙资料和陈列物品（51件）两个
部分。其中上墙资料有光辉足迹映初心、红
军创建的红色边区、铁血荣光铸丰碑等九个
板块，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充分展示了发生
在龙栖山的革命斗争历史。

“观看馆内的展板、珍贵物件，聆听惊
心动魄的战斗故事，让大家犹如身临其境。
没有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幸
福生活。”高一（13）班学生林思岑感慨道。

研学活动开展期间，在龙栖山红军驻地
旧址——西山造纸作坊，学生们近距离了解
国家级非遗——竹纸制作技艺；在植物驿站、
自然博物馆，学生们尽情探索大自然的秘密
……去年以来，龙栖山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共
接待学生约3500名。

将乐县加强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统筹
整合红色文旅资源，持续打造“红色+研学”

“红色+非遗”“红色+培训”等模式，推出红色
教育、文化体验等特色旅游线路，推动“旅游+
文化+教育”深度融合，使红色资源“活”起来，
让红色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将乐：红色资源““活活””起来
●将乐记者站 陈雨丽 文/图

村民在福建省国民政府卫生处旧址——萃园
门前种上油菜花，吸引大量游客前往参观。

永安抗战文化公园一角 （罗联永 摄）

2009 年，省主席公馆内，摆
放着桌子和锈迹斑斑的马灯。

2009年，永安一中学生到省
主席公馆现场考察，看见防空洞
的木门摇摇欲坠。

盛夏，在永安市燕西街道吉山村和文龙村，一拨又一拨的游客慕名前往萃园、复兴堡
参观。抗战文化公园内，绿树参天，溪水清澈见底，清清浅浅的溪流缓缓流淌，白鹭轻舞，
不少游客带着孩子在这里戏水消暑，尽情享受夏日清凉。

近年来，永安市着力保护和用好抗战遗址活教材，盘活资源，传承抗战精神。

将乐，曾经是一
片红色热土，如今是
一方绿色净土。

近年来，将乐县
积极探索发展红色
旅游，把红色文化与
山水风光、人文历史
相结合，成为地方经
济和文旅产业发展
的强大引擎。

学生参观龙栖山苏区纪念馆

墈厚村红军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