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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庆 石 油 开 发 的 见 证
说起黑龙江省大庆市，很多人

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生

产基地——大庆油田。如今的大庆油

田历史陈列馆，就是 60 多年前那场艰苦卓

绝的石油大会战最好的见证者。

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于 2006 年 9 月 26 日

正式开馆，是我国第一座石油工业题材原址性

纪念馆，它的前身就是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旧

址——二号院。去年年底，大庆油田历史陈列

馆跻身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为黑龙江省唯

一入选基地。

保护工业遗址

在大庆市萨尔图区一个恬静古朴的四合

院，有一条青铜铺就的“大庆之路”。青铜上

4000 个汉字，记录着大庆油田自 1959 年 9 月

26 日起开发、建设、变迁的不朽传奇和辉煌历

史。以井口装置为主体造型的雕塑“起点·永

续”映入眼帘，仿佛正向游客讲述那段历史。

1959 年，位于松辽平原的松基三井喜喷

工业油流，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这个

油田就被命名为大庆油田。从此，石油大会战

拉开序幕，掀开了新中国石油工业新纪元。

1960 年 10 月 20 日，萨尔图火车站北侧的

荒原上建起了干打垒、土坯房组成的四合院群

落，作为会战指挥部用房，编号为“二号院”。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里一直发挥着指

挥中枢的作用。

“二号院”作为大庆石油会战的指挥中心，

见证了气壮山河的石油大会战，更见证了新中

国石油工业发展进程。

“这里是大庆油田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

也是中国石油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讲解员王奎星说，“二号院”已经成为大庆石油

人乃至全国石油人心中的一处圣地。

步入展馆，巨幅油画《会师大庆》给人带来

了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油画描绘的是 1960

年在这片荒凉广袤的大草原上，走来豪迈的石

油大军，他们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演绎着神

奇，彻底改变了中国贫油落后的面貌。”王奎星

说，油画生动再现了全国支援、激情燃烧、荒原

苏醒、大战在即的历史原貌。

陈列馆占地面积 15900 平方米，拥有馆藏

文物 8400 余件，其中国家级文物 353 件。主题

展览设有“松辽惊雷·油出大庆”“艰苦创业·光

辉历程”“大庆精神·民族之魂”等 8 个部分，全

面展示了大庆油田辉煌发展历程。参观完展

馆，山西游客田原深有感触，“看到这些图片，

还有当年的实物，一些布景，让我仿佛身处那

个年代，体会先辈的艰苦奋斗，这不仅是旅游

参观，更是精神上的洗礼”。

作为全国第一座石油工业题材原址性纪

念馆，陈列馆是宣传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和展示石油文化的重要阵地。“开馆多年来，陈

列馆精心管理运维，每年对馆舍进行维修，与

时俱进改陈布展，千米展线常看常新，实现工

业文化遗址高质量保护利用。”陈列馆副馆长

关颖说。

传承奋斗精神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

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陈

列馆中，背景音乐《我为祖国献石油》耳熟能

详，再现了石油工人的豪迈情怀。

在众多文物中，记者看到了一张并不

起眼、泛着微黄的纸张，这是大庆油田第

一口注水井中 7—11 井的资料报表。就

是打这口井时，铁人王进喜与队友奋不

顾身跳进泥浆池中，用身体搅拌泥浆制

止了井喷。不远处，一座铁人塑像与之

遥遥相望。

石油文化是大庆最具影响力的一面

旗帜，也是独一无二的工业旅游资源。

“大庆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共产

党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大庆精

神，讲好大庆故事，一直是陈列馆的办馆初

衷和神圣使命。”关颖说。

1175 米的展线，让观众能深刻感受到大

庆油田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的决心。大庆

油田更是把“石油工人心向党”的爱国情操、

“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奉献精神，作为持续培养

和激发广大干部员工爱党爱国教育的鲜活内

容。新党员在这里入党宣誓，老党员在这里重

温誓词；新工人在这里入厂教育，老工人在这

里感受历史。陈列馆还经常邀请“老会战”现

身说法，回顾会战难忘岁月，讲述创业年代的

故事，开展不同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从 2010 年 6 月起，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积

极选派首席宣讲员参与大庆油田组织的“石油

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进

高原、下井队、闯大漠、走海外。“很多观众觉得

深受教育，甚至有人听得泪流满面，每次宣讲

既是我们自我提高的过程，也让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薪火相传。”宣讲员、馆藏研究室主任田

卓说。

推进工业旅游

“一幅原生态的大庆风貌展现在我们面

前，当年的石油工人们就是和着这样的节拍，

风餐露宿、钻井夺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

进历史⋯⋯”今年正月初三到初六，陈列馆在

微信公众号开设了新春特辑专栏，通过讲解员

的“云端”讲解，与观众一起过个文化年。

2020 年以来，陈列馆曾数次闭馆，但闭馆

不“打烊”，陈列馆积极探索新媒体宣传，举办

“大庆历史云阅读·云观展”等线上活动，开拓

“云主题党日”“云逛馆”“云宣讲”等云服务形

式，让社会各界可以通过网络窗口感受大庆油

田历史和工业企业光荣传统。

“云讲述”活动一上线，就得到了油田广大

干部员工的积极参与，大庆油田建材公司防腐

管 道 厂

的“ 老 管

道”付学第一个

报名参加，他说，“虽

然已退休多年，但这些石油

故事都是当年发生在我身边的事，讲述石油故

事，我责无旁贷！”视频中，老人情感饱满抒发

着自己对油田的爱，讲述着会战时的感动、震

撼，感染着每一位观众。

60 多年来，大庆油田为国家创造了巨大

的物质财富，同时诞生了享誉全国的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陈列馆开馆以来，以大力弘扬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己任，传承红色基因，讲

好大庆故事，成为社会各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2010 年 4 月，大庆油田获得国家矿山公园

建设资格，并于 2013 年授牌开发。以打造“国

家级旅游景区”“全国红色旅游目的地”为目

标，大庆油田配合国家矿山公园建设，将大庆

油田工业旅游打造成一处观赏矿业遗迹和自

然景观的游览胜地。

陈列馆是大庆油田矿山公园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陈列馆为中心，周边 249 平方公里涵

盖宝贵的工业遗产遗迹 40 多处，如铁人第一

口井、“三老四严”发源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大庆石油科技馆等，游览线路众多，参观体验

丰富。

“来大庆最想看的肯定是大庆油田，这种

工业游能近距离感受油田历史，而且还有自然

风 光 。

周 末 时

间 来 这

里 既 对

孩 子 有

教育意义，还

能休闲旅游，感

觉 的 确 不 虚 此

行。”哈尔滨游客林琳说。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工业旅游建设和品

牌打造。为进一步发挥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作用，陈列馆还启动了“国家工业旅游示范

基地大庆行”活动。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成为

活动的首家参与单位。“学院将组织学生分批

来馆参观，并邀请陈列馆讲师来校上思政课，

共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成为青年一代的成长动力。”哈尔滨信息工

程学院校长助理殷爱华说。

立足于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新起点，

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将着力打造“大庆会战优

良传统传承弘扬基地、大庆油田党的建设示范

展示基地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传播赓续基

地”，为保护和利用石油工业文化遗产、推动国

家工业旅游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殷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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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殷 墟 再 次“ 出 圈 ”。

“2022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

遗存等 6 个项目上榜。

“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

护 工 作 ，更 好 地 传 承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认 识 历 史 离 不 开 考 古

学。以殷墟考古为核心标识的

商 代 考 古 已 历 90 余 载 ，是 中 国

考古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

传 世 文 献 语 焉 不 详 的 情 况 下 ，

学者主要依靠新发现数量可观

的殷墟甲骨卜辞及其他考古实

物，补写中国古史，揭示三代文

明 。 研 究 发 现 ，商 代 可 视 作 中

国 古 代 文 明 的 第 一 个 高 峰 期 ，

古老的华夏文明在奔流过程中

吸 纳 了 域 外 文 化 ，在 中 原 大 地

上创造出不逊于世界其他早期

文明的绚丽画卷。

近 百 年 的 商 代 考 古 成 绩 卓

著，对探索中华早期文明贡献突

出。新时代的殷墟考古，则坚持

聚落考古理念，提倡跨学科合作

研究，力求揭示更全面、真实、鲜

活的商文化。以商文化为代表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要充分

汲取其智慧与力量，推动其传承

创新，进而保护好中华文明生生

不息的根脉。

首先，要进一步深化中华文

明探源研究，增强文化自信，厚植

自信根基。

从仰韶、红山文化到良渚文化，从巩义双槐树、偃

师二里头到安阳殷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系列研究

成果，证实了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

年文明史，夯实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根基。下一步，要

持续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化对早期文化的研究，

立民族文化之根、铸民族精神之魂，树立起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动能。

其次，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开放、包

容和发展的。推动文化传承的手段不断走向丰富发

展：《唐宫夜宴》完美呈现东方版“博物馆奇妙夜”，

《只此青绿》“穿越”千年诠释风雅宋韵，《典籍里的中

国》通过对话先贤解读历史典籍⋯⋯用适应当代受众

的新思路、新手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

阐发和活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唤

起大众文化自信的同时，更推动传统文明在赓续中

发扬光大。

同时，要在交流中促进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中华五千年文明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碰撞中

得以发展、进步的。以商文明为例，其诞生及辉煌得益

于上古的域外通道，商文明身处其间，并非简单被动吸

纳外来文明，而是有效选择和提升外来因素，充分“为

我所用”。进一步研究阐释商文明的开放性，对于今天

深化改革开放亦具参考价值。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在立足中国

大地的同时，要坚持开放的文明观，在各类文明的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充分展现华夏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让世界更好地了

解、认识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也必须植根中华文化的沃土。应以深入推

进殷商文明研究及传承为范例，坚持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从而筑牢自信根基，让中华文明绽放出新的时

代光彩。

一桌香椿宴 香满上方山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时下，北京市房山区上方山里已处处弥

漫着春的气息。“春天山间杏花桃花星星点

点，谷雨到五一是采香椿的好季节；夏季椿

林满院，可观云海，品香茗，避暑乘凉正好；

秋季红叶翻飞色彩斑斓；冬天山后的天然冰

瀑成形。”说到自家门口的美景，35 岁的张

建超信手拈来。作为资深驴友、韩建圣水莲

庭民宿总经理，这已是他开办民宿的第 6 个

年头。

圣水莲庭精品民宿在北京民宿圈里颇

有些名气。2018 年，这家坐落于房山区韩村

河镇圣水峪村半山腰的民宿建成，并获北京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颁发“最受喜爱乡村民宿

奖”，今年初又被文旅部评为国家乙级旅游

民 宿 ，成 为 北 京 入 选 的 4 家 甲 乙 级 民 宿

之一。

沿着蜿蜒陡峭的山间公路进入上方山深

处的圣水峪村，便是圣水莲庭。为何在上方

山深处开民宿？张建超告诉记者，民宿所在

沟是明朝宰相姚广孝隐居之地，对面就是上

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年四季有景可赏，得天

独厚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可以实现全年经营。

这几年，一道香椿宴让圣水莲庭声名鹊

起，不少城里人寻味而来。香椿、黄精、拐枣

被称为“上方三宝”，其中最有名的是香椿。

2013 年，上方山香椿通过农业部无公害农产

品认证，2022 年获国家地理标识产品称号。

网红民宿加美味香椿，为圣水峪村村民

就业、增收提供了新的支点。与普通香椿相

比，这儿的香椿梗儿更粗、叶更厚，味道香

浓。以往，4 月中旬头茬儿香椿上市时，村里

人用背篓背出去售卖，不好卖不说，更别说卖

上价了。民宿开起来后，每年需要向村民采

购七八百斤香椿。随着香椿成为圣水峪村国

家地理标识产品，村里的香椿越来越红火，

“身价”也一路飙升。

随着种植、采摘项目推进，香椿经济让圣

水峪村人收获满满。近年来，除了半山腰的

院子，圣水莲庭又在山脚下的村落里选中了

7 个村民闲置的老院子进行改造，打造圣水

峪村精品民宿集群，吸引当地村民就业。

“我们要打造具有北方特色，兼具书院、

画院、咖啡厅、餐厅、直播间、文创产品展卖等

多功能的精品特色民宿集群。”张建超信心满

满，他想让圣水莲庭成为北京市高端民宿样

板集群，集投资策划、规划设计、建筑施工、运

营管理、品牌孵化等领域一体化的民宿综合

服务平台。

圣水莲庭的成功，只是北京市房山区大

力培育乡村民宿的一个缩影。房山区文化和

旅游局局长王化占说，房山区的乡村民宿主

要集中在山区、丘陵乡镇，部分零散分布于平

原乡镇，渐成片区化、集群化发展态势。2022

年房山区乡村民宿院落发展至 509 个，同比

增长 63%，有效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近两年，房山区先后引入中旅集团、中青

旅、佰城乡创等实力强、经验多的投资商和运

营团队参与乡村民宿发展、运营管理，实现专

业人做专业事。此外，还积极对接驻

区银行和投融资担保机构，建立政府、银

行、企业沟通协调机制。2022 年，区内 6 家

银行推出文旅信贷产品，惠及乡村民宿企

业 16 家，涉及金额 3390 万元。

目前，房山区乡村民宿已覆盖房

山 16 个乡镇 68 个村，建成 165 个民

宿品牌。其中，周口店镇黄山店村

“ 姥 姥 家 ”、蒲 洼 乡 东 村“ 森 林 乡

居”、佛子庄乡上英水村“云隐里”、

霞云岭乡石板台村“云岭山房”等

极 大 集 群 品 牌 效 益 突 出 。 2022

年，房山区乡村民宿带动乡村旅

游 接 待 游 客 75 万 人 次 ，实 现 收 入

9478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房山发展

民 宿 仍 有 潜 力 可 挖 。 据 调

查，房山区原有闲置农宅

院落 3580 套。目前，盘

活 闲 置 宅 院 406 套 ，

其 中 243 套 院 落 用

于 发 展 民 宿 。

2023 年 ，房 山

计 划 再 改 造

100 余 套 闲

置宅院，使

乡村民宿

实 现 更

大发展。

□ 本报记者 马维维

本版编辑 陈莹莹 徐晓燕
美 编 倪梦婷

图图①① 位于大庆油田历史陈位于大庆油田历史陈

列馆庭院中央青铜色的列馆庭院中央青铜色的““起点起点··永永

续续””雕塑雕塑。。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俯瞰大庆油田历史陈俯瞰大庆油田历史陈

列馆列馆。。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圣水莲庭民宿的圣水莲庭民宿的

香椿宴香椿宴。。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北京市房山区生态环境优越北京市房山区生态环境优越，，乡村民宿已覆盖房山乡村民宿已覆盖房山 1616 个乡镇个乡镇 6868 个村个村，，涉及涉及 509509 个院落个院落。。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