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
勇于探索、不断实践，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
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走在了时代
前列！”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在全省基层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这是
黄钟大吕，这是时代强音。齐鲁儿女高举旗帜跟党
走，在奋进的道路上，倍加自豪，备感振奋，愈发坚
定。

70年沧桑巨变，换了人间，不变的是在党的领
导下接续奋斗。沂源县西里镇红泉村党支部书记朱
向峰，代替父亲朱彦夫赴京领受“人民楷模”国家荣
誉称号。在朱彦夫的家乡，为了庆祝新中国70华诞，
红泉村村民齐唱红歌，歌声礼赞幸福生活，唱出对
祖国强盛的美好祝愿。

今年8月，红泉村党支部刚刚成立。朱向峰作为
红泉村的“带头人”，自感责任在肩。沂源县西里镇
联村党建，红泉村由张家泉村党支部和涌泉村党支
部合并而成，党支部的力量壮大，56名党员带头引
领乡村振兴。过去，两村村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种
植桃子、红苹果和花椒，如今，以朱彦夫事迹党性教
育基地为依托，整个片区向着红色教育基地、影视
拍摄基地、高效农业示范区、乡村旅游特色区融合
发展的方向转型。

10月2日，威海市文登继振西洋参产业有限公
司新厂区内，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晾晒西洋参的架
子满满，忙碌的村民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共庆新中国70华诞，文登区张家产镇口子李村
党支部书记、公司董事长王文水回首奋斗历程：
1983年，岳父王继振和他第一次捧回装有8粒种子
的小瓶。如今，文登区西洋参种植规模达到5 . 5万多
亩，总产量占全国的70%，年交易额均达10亿元以
上。

“党的富民政策，是西洋参产业做大做强的坚
强支撑。在党中央领导下，国家持续加大强农惠农
富农政策力度，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提供了有
力保障。”王文水说，现在他更加有信心做自己的品
牌，冲向国际市场！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我们备感
振奋！”山东“万名干部下基层”民企高质量发展服
务队驻枣庄一队队长付俊海说。

付俊海所在的服务队为枣庄五家民企高质量
发展助力，他们牵线搭桥，协调帮助企业化解信贷
风险，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党的旗帜下，服
务队带着初心使命去，守着初心使命干。习近平总
书记的话语，让服务队全体队员燃起了饱满的热情
和干劲。

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山水田园 活力龙
泉”田园定向赛现场，传出《我和我的祖国》的美妙
歌声。游客打卡美景，在心形贴纸上写下了对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的美好祝福。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跨越。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我们深
感自豪！”龙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建华说，办好农
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的领导。“我们
突破了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和制度障碍，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现
在，村庄的公路通了，路灯亮了，环境美了，老百姓的生活更有奔头了！”

国庆节期间，济宁市高新区王因街道后岗村的村委大院里热闹起来，
回族、汉族的村民自发相约，共同为新中国庆生。后岗村是典型的回汉融
合村，村委牵头建起了民族文化馆，“周四说事”制度把矛盾问题化解在萌
芽阶段。两族村民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同生活、同劳动。

“我会永远记得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坚定信仰听党话跟党走，完
成党委政府交办的任务。”村党支部书记张明武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个人，他表示会继续为群众幸福服好务，自觉践行一名基层工作者的使命
担当。

（采写：彭辉 张环泽 杨淑栋 张晓帆 吕光社 孟一 统稿：卞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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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君

“快给我和山东彩车合个影！”2日下午，奥林匹克公园开放后，
位于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附近的34辆彩车展区，立即涌入大量参
观群众。北京市民陈先生一看到山东“国泰民安”彩车，立刻招呼妻
子。

陈先生是山东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昨天在电视上看了阅
兵、群众游行和联欢活动，非常震撼。得知今天彩车在奥林匹克公园展
出，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想近距离看看家乡的彩车，并和它合影留
念。”陈先生说，泰山雄伟稳健、气势恢宏，是山东的标志性符号。彩
车以泰山为造型，很有意义，特别是“国泰民安”的寓意，饱含了对祖
国的美好祝福。

10月2日下午至7日，参加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活动的
山东彩车和其他彩车，在奥林匹克公园面向公众进行为期5天半的展示。

山东彩车位于展区东侧，车上音乐一响起，立刻吸引了很多观众。
看到12名身着美丽服饰的舞蹈演员的精彩表演，手机拍照、录像的人围
了一层又一层。

“快看，牡丹花会动。”从上海来北京度国庆假期的滕女士一家被
山东彩车上可开合牡丹花吸引了目光。得知25朵紫铜牡丹花瓣由匠人敲
打680万锤制成，非常赞叹。“泰山、沂蒙、牡丹、蓝鲸1号、浪潮服务器、潍柴
发动机等，都很有山东特色。我们带着4岁多的女儿过来，想让她对祖国各
地的发展成就有些认识和了解。”

记者了解到，参加完群众游行活动后，为
了尽快向公众进行展示，2日凌晨1点，山东彩
车从位于北京闹市口大街的临时停放区开始转
运，近4点时抵达奥林匹克公园。随后，技术
保障人员对彩车的电气线路进行了连接，对灯
光系统作了调试。

此次展示结束后，彩车将拆分运回济南。
之后，将在泉城广场进行重新组装、调试，并
与公众见面。

山东“国泰民安”彩车在奥林匹克公园进行

5天半展示，之后将亮相泉城广场

“快给我和山东
彩车合个影”

□ 本 报 记 者 姜国乐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王 伟

“我们的祖国能有今天真不容易，
背后是无数英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
来的。”10月1日，看完国庆庆典直播，金
乡县羊山烈士陵园管委会副主任李建
军，独自一人走进位于羊山烈士陵园的
王杰纪念馆，在王杰雕像前深鞠一躬，
驻足凝望。

“庆典的盛况，让我感受到了伟大
祖国铿锵的前进步伐，体会到了祖国给
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李建军眼圈湿
润了。

201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第
71集团军，看望王杰同志生前所在连官
兵时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
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
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
代光芒。

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江苏省邳县
张楼公社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军事训
练，当炸药包发生意外即将爆炸的危急
关头，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
部，他舍身扑向炸药包，献出23岁的年
轻生命。

从小就学王杰的课本，看王杰的电
影，深受王杰精神影响，李建军心甘情
愿在羊山烈士陵园为烈士守灵38年，也
一直在为传承和发扬王杰精神东奔西
走。

“王杰牺牲那年我出生，我从不把
这看作是巧合，而是一直在内心告诉自
己，我是为传承英雄精神而生的。”李建
军说。

王杰纪念馆原来在王杰老家所在
的王杰村，很少为外界所知。2009年，金
乡县决定在羊山烈士陵园的基础上建
设羊山景区，发展红色旅游，将王杰纪
念馆迁至人流量更多的羊山烈士陵园，
让更多人了解英雄事迹、学习王杰精
神。

金乡县组织人员到王杰生前所在
部队，多次到江苏邳州、内蒙古阿荣旗
搜集资料，到金乡周边各个村落、周边
县市区搜集当年的实物。新建成的纪念
馆成为全国资料最全、布展面积最大的
王杰纪念馆。

2011年纪念馆建成以来，接待游客
超过1600万人次。如今，王杰纪念馆每
年都会组织“两不怕”精神进校园、新兵
入伍讲王杰精神、 （下转第二版）

王杰纪念馆建成以来接待游客超1600万人次，每年国庆节纪念馆人流如织———

“英雄王杰的歌，我们唱！”

□ 本报记者 赵琳

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山东以阵地
凝魂聚气、以教育强基固本、以实干锤
炼硬功，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激活干部
群众血脉中的红色基因，为实现“走在
前列、全面开创”凝聚磅礴力量。

传承红色基因，不断深化研究阐
发，社科理论界更多层面的研究持续
展开。省社科规划项目中设立了“沂
蒙精神研究”专项，每年列出20至30
个重点选题，深化研究阐释、系统归
纳提炼。全省党史部门发动4000多名
普查人员，普查摸底、建立台账、掌
握家底。通过访谈、制作影像资料等

方式，抢救性搜集老党员、老支前、
老战士、老模范及英模人物的口述
史、回忆录。

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红色故事，山东着力打造红色文
艺精品。红色舞剧《乳娘》、民族歌
剧《沂蒙山》，报告文学《国家记
忆》、戏曲《沂蒙情》、电影《铁道
飞虎》等引起社会热烈反响。结合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省开展群众
性活动“红动齐鲁”山东省红色故事
讲解大赛。在济南、威海、青岛、临
沂分别举办的四场复赛，每场复赛的
点击观看量都在四十多万人次。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要发挥红色

文化资源的场景作用。目前全省共有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2处、全
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3个、省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184处、党史教育基地208
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000余处、馆
藏革命文物5 . 7万余件。网上山东抗日
战争纪念馆上线开通以来，累计访问
量已突破10亿人次。

山东依托近1200个关心下一代教
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
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巡回
宣讲，直接听众近 4 0万人次。借助
“红色旅游+”理念，山东推动红色旅
游与生态旅游、研学旅行、传统文化
旅游等相融合。

讲好红色故事，擦亮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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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推出33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突出参与感，加强创新性———

红色旅游 越游越红火
□ 本 报 记 者 于新悦

本报通讯员 郑树平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适宜出
行。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色旅
游受到了众多市民游客的追捧。一个
个红色纪念馆、博物馆让游客重温红
色光辉历史，感悟山东大地孕育的红
色精神力量。

10月1日，15岁的郭德霖和几个小
伙伴来到济南战役纪念馆参观。展柜
里解放战争时期的步枪引起了他的关
注。“对比历史，在阅兵仪式中最新
亮相的先进国产武器，让我感到很自
豪。”郭德霖说。

当前，红色游成为了亲子旅行、

研学旅行的重要选项。“这些故事比
历史课本上讲得更生动，亲身走进这
些革命旧址，才会对那段历史有更深
刻的感悟，对自己价值观的树立有着
重要作用”。正在上初二的孟祖豪
说。济南战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表
示，假期期间，来游览的中小学生团
队基本不间断。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省整
合省内及周边红色旅游资源，推出了
好客山东红色游、山东红色海滨游、
冀鲁豫边区红色游、苏鲁红色游等33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针对不断增长的年轻游客群体，
我省红色旅游景点也适时打造主题产
品，注重产品设计、关注游客体验。

在临沂，古朴自然的沂蒙红色影视基
地，吸引了众多游客。

国庆假期，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推
出了“红嫂救伤员”情景剧，游客们
可以观看和参与红色剧演出。

沂蒙红色影视基地还组织整理了
300多幅老党员、抗战老兵照片，并且
配以事迹简介，在国庆长假期间集中
展览。“我们不能忘记革命前辈的贡
献，红色景区寓教于乐，孩子们会很
有收获。”来自莒县的游客于世爱
说。

借力科技的发展，各地红色旅游
不断创新产品内容和表现形式。位于
聊城的孔繁森同志纪念馆设计开发文
创产品，打造“移动的纪念馆”，让

游客把“纪念馆”带回家。前不久的
首届山东国际精品旅游产业博览会
上，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展出了部分文
创产品，让观众佩戴VR眼镜体验观看
西藏风光片《孔繁森留下足迹的地
方》，受到了好评。

对游客来说，选择红色旅游庆祝
国庆，既是为了“游”，更是为了给
精神“补钙”。红色教育与旅游相结
合，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锻
造的过程。山东大学旅游产业研究院
院长王德刚表示，我省旅游行业应继
续努力探讨红色教育和旅游怎么在商
业模式上、产品服务上做到更好结
合，不断提升我省红色旅游的影响
力、吸引力。

打造红色文艺精品

噪红色舞剧《乳娘》、民族歌剧

《沂蒙山》……多部根植山东红色基

因的戏剧作品登上舞台

噪报告文学《国家记忆》、电影

《铁道飞虎》等引起社会热烈反响

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场景作用

噪目前全省共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22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13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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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噪我省整合省内及周边红色旅游资

源，推出了好客山东红色游、山东红

色海滨游、冀鲁豫边区红色游、苏鲁

红色游等33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传承红色基因 厚植家国情怀

80年党员登记表

见证105岁老人初心

接过“红嫂针”

沂蒙精神四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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