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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保护利用好
龙江“四史”资源的建议

【摘要】  省重点培育智库—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智库专家、东北林业大学董丽娇讲师指出，黑龙江省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基地，拥有极为丰富的 “四史”资源。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指示精神，

建议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加强对龙江“四史”的保护利用，做好顶层

设计，整合资源内容，讲好龙江“四史”故事，融入党史学习教育

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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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顶层设计，统筹龙江“四史”资源保护利用

黑龙江省“四史”资源规模较大、分布广泛，迫切需要加强顶
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调动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面力量，汇
聚龙江“四史”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强大合力。一是建立资源名录，
摸清资源底数。建议以时间为线索，对革命纪念馆（室），纪念碑，
纪念广场，纪念街道、公园，烈士陵园、烈士墓地、纪念遗址以及
文献资料等革命文物进行分类摸底，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给每一件革
命文物制作涵盖背景资料、详细地址、接待能力、开放时间、联系
方式等信息的专属“身份证”，记入龙江“四史”资源名录。二是
编制保护规划，强化工作协调。无论是遗址遗存的建设管理，还是
口述史、文献、典籍整理开发利用等工作，都需要住建、文旅、民
政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建议编制“四史”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加强
顶层设计，统筹党委政府、专家学者等多方面力量，合力做好“四史”
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三是完善体制机制，抓好资源保护和利用。
龙江“四史”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要统筹划定文物保护单
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用最
严格措施保护好“四史”资源。要明确跨地域、跨行业及混合产权
文物保护单位的产权关系，明确保护主体，为推进开发和利用奠定
基础条件。 

二、整合资源内容，激发党员群众学史践行的不竭动力

随着学习教育不断走向深入，要不断巩固前期成果，整合开发
龙江“四史”资源，激发调动党员群众参与党史学习，使学习党史、
领悟初心、践行思想成为龙江新潮流。一是加强“四史”的发掘和
考证，增强历史厚重感、吸引力。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应当发
挥我省高校科研院所富集、研究力量较强的优势，开展协同攻关，
加强对共产国际在黑龙江工作史、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龙江奋斗
建设史等党史的研究阐释，组织开展《劳动之声》、《前进报》等
曾在我省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早期出版物的搜集、整理、研究，
通过翔实的考证丰富历史的感染力、吸引力，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
丰富的“龙江素材”。二是绘制龙江“四史”资源旅行地图，打卡



— 3 —

红色革命地标。设计开发微信小程序，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线上
查看打卡点背景信息、活动菜单等内容，支持在线浏览、讲解预约、
内容订制、交通导航等功能，根据不同地标打卡点的特色，创新“寓
教于学、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形式。如开展冬季森林穿越、实
地体验“突破高寒禁区”开发大兴安岭的勇气，开展住一夜“干打垒”
体验北大荒开发的艰辛等活动。三是开发龙江“四史”资源文创周
边产品。以龙江“四史”资源为蓝本，设计制作纪念明信片、信封、
书签、文件袋、笔记本等文创产品，在红色革命地标处限量发放，
推进龙江“四史”资源走进百姓日常生活，努力营造党过生日、党
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浓厚氛围。

三、运用高新技术，提升“四史”资源保护科技水平  

宝贵的“四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黑龙江奋斗史的见证，要
将“四史”资源的保护利用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起来，让收藏在博
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址、书写在文献中的文字都
活起来，成为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一是整理利用好现有资源。
加强对现有革命遗址遗迹、纪念场馆的指导，利用高清影像获取等
技术手段，对遗址遗迹、典籍文物等“四史”资源的空间、纹理等
信息进行数字化采集，建立信息数据库，实现文物的永久性数字化
保存，为文物研究、修复、利用等提供基础性数据。二是建立完善“四
史”资源信息数据平台。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技术手段，
对“四史”资源空间、纹理信息等进行数字化采集，建立完善的跨
学科信息数据平台，实现“四史”资源永久性的数字化保存，为后
续的研究、修复、利用等提供基础性数据。三是创新“四史”资源
呈现形式。灵活运用 3D、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
术，打破空间和时间限制，创造沉浸式“四史”资源虚拟互动场景，
帮助广大党员群众直观理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事件的意蕴与
内涵，讲活龙江历史故事、用活龙江“四史”资源。四是优化“四史”
资源展示载体。通过云展览、云直播等方式，搭建网络交流互动平台，
增强人民群众参与度，讲述文物故事、传播历史知识、阐发精神内涵，
提供高质量线上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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