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平战役纪念馆 2023 年工作报告

2023 年，四平战役纪念馆以改陈布展为重点，围绕宣传

教育、文物征集、宣传推广等工作，推进红色文化传承与发

展落地落实，充分发挥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示范引领作

用，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授予“全国关心下一代党

史国史教育基地”；被吉林省总工会授予“工人先锋号”；被

共青团四平市委授予“四平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

成为辐射全国的红色教育基地。

一、2023 工作完成情况

（一）顺利完成升级改造工程

升级改造后的四平战役纪念馆，突出了“为新中国而战”

的主题，邀请鲁迅美术学院顶尖团队设计，共设有 6 个展厅

和 1 个半景画馆，展厅面积达到 2400 平方米。内容上主要

突出了四战四平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形式上主要以数字化展

馆为重点，打造了“天桥复原景观”、“数字化英烈墙”、“裸

眼 3D 半景画馆”等场景。

根据中宣部审批的《陈列大纲》，对展览、展线的形式

进行全部调整，充分运用多媒体融合技术手段、声光电等数

字化展示手段，将 mapping 灯光投影展示系统、数字魔墙互

动展示系统等应用到展览之中。半景画馆全面升级，利用沉



浸式裸眼 3D 展示系统将《攻坚四平》半景画进行动态展示，

实现灯光、声效、场景、CG 动画的完美融合，让展示效果更

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在展览项目中，新增设电动沙盘、延安窑洞、天桥场景

等 10 处展览项目。在新增设的延安窑洞“毛主席迭电指示

四平”场景中，集中展示了保卫战期间毛主席手书的 13 份

电文，以情景氛围诠释“四战四平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武

装斗争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战役”这一展览主题，突出了讲党

中央部署东北大会战及直接指挥四平保卫战历史史实、全面

地讲述了四平保卫战对国内局势的直接影响、凸显了四平保

卫战的重要地位和国际上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在配套设施中增设了地热采暖项目，并按期完成了消防

维修、安防维修、影视教育厅装修、文物库房搬迁、地沟管

线更换、雨排水维修、讲解系统升级、序言厅雕塑制作的工

作。按照中宣部、省宣及省市相关领导的要求，四平战役纪

念馆改造升级项目自 2022 年 7 月各个项目陆续开工，于

2023 年 4 月中旬全部完成，所有项目顺利通过省委宣传部验

收。

（二）隆重举行重新布展开馆仪式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指

示、践行解放战争发起地开展红色文旅系列活动的使命，四

平战役纪念馆于 2023 年 7月 21 日在英雄广场举行了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四平三周年系列活动暨“为新中国而战”四平战

役纪念馆重新布展开馆仪式。省市级领导、文博同行、受邀

嘉宾出席本次活动。此次开馆仪式得到省、市多家新闻媒体

及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媒体采访报道。报道从多角度、全

方位、立体化展示四平战役纪念馆推进场馆改造、学术研究、

教育培训、宣传阵地“四个升级”新成就，进一步树立新时

代吉林省“红色名片”形象，扩大了四平战役纪念馆作为全

国红色地标城市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作为“为新中国而战”史实陈列开馆仪式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四平战役纪念馆在吉平宾馆举行文物捐赠仪式，四平

市级领导、社会各界文物捐赠人士出席本次活动，本次活动

总计捐赠文物、史实资料等 69 件（套）。四平战役纪念馆以

此次文物捐赠活动为契机，一如既往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三）红色教育基地发挥职能

1.圆满完成重大接待

今年先后接待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台盟中央组织部部长、辽宁省、吉林省党政机关领导来平调

研。同时，接待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铁岭市周恩来纪念馆、雷锋纪念馆、辽河博物馆、红色南梁

联谊会等来馆参观调研。为做好红色历史的传承工作，在四

野 43 军后代子弟来平举办的《军旗飘扬·父辈的足迹》活



动中，四平战役纪念馆完成接待工作并为抢救和挖掘老兵及

其后代子女口述史近万字调研报告。

2.加强交流合作

为盘活馆藏资源，四平战役纪念馆引进了江西南昌新四

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南昌-新四军从这里走来》《江西人民抗

日战争史迹展》专题展览。该次展览加强了两地馆际交流，

推动红色历史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红色文化资源要素在更

大范围内的有序流动、合理配置，实现了共建、共享、共赢

的新局面。

为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搭建共享共赢的活动平台，

四平战役纪念馆与吉林大学数学学院、吉林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

地。共建实践教育基地开创了新的合作模式，拓展深化了共

建的形式和内容，搭建起良好的互动平台和沟通桥梁，以实

际行动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

3.发挥宣教职能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5 月 8 日试运行至今，

共接待观众 44 万人以上，讲解近 3000 场。同时，四平战役

纪念馆延伸宣传教育覆盖范围，先后走进武警部队、吉林师

范大学、吉林工程学院、四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铁东区文

化广场、四平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八一希望小学、吉林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单位开展“赓续红色血脉 讲述英雄故



事”“青春志愿社区行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四平解放纪

念日红色教育活动”“铭记先烈志 共话爱国情”等系列宣传

教育活动４０余场，充分发挥了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

职能。

4.红色教育成果显著

“四战四平革命历史教育中心”充分发挥红色文化教育

作用，完成宣传折页设计印刷工作，设计具有四平战役纪念

馆特色的文创产品十余种，并策划了 2023 年教育活动方案。

一年来，先后举办了《军旗飘扬 父辈足迹》四纵后代联谊

活动、“英城好少年”三期活动，并完成文创区销售精英招

聘任务、文创区文创产品数量较准、品类核对、输入微机一

体化任务。

5.整体服务水平有效提升

为全面提升讲解服务质量，打造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

水平高、充满活力的新时代讲解人才队伍，四平战役纪念馆

在加强专业队伍建设中，从培训讲解员队伍入手，聘请有社

教工作经验的东北烈士纪念馆于莲蓉主任为讲解员进行为

期一周的授课和辅导，主要对讲解员在表达技巧、服务、礼

仪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培训。此次培训提升了讲解员内

在与外在的综合能力，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优质的讲解服务。

（四）积极推进文物征集工作

四平战役纪念馆以文物安全为核心，以保护利用为抓手，



拓展文物征集渠道，全年共征集文物 166 件，包括四平市公

安局拨交枪支 3 支，四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移交解放后土地

执照 48 件、1931 年-1933 年间四平地图 1 张，以及开国上

将王明贵使用过的文物。除本地文物征集之外，保管部人员

也前往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营丘镇西枣林村征集文物。同时，

配合吉林省博物院督导推进组完成四平战役纪念馆一般革

命文物审核工作。文物保管部认真完成文物档案整理和保护

工作，并对展陈文物、枪支进行日常养护，使革命文物充分

发挥在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五）抓好党建工作落实

纪念馆党支部充分利用“三会一课”、学习强国等形式，

组织全体在职党员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达中央、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

署等重要内容 10 余次，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入行。

党支部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把党建工作与实际

业务工作相结合，先后组织党员干部与共建单位联合开展

“回望初心重温红色历程、坚定信念传承革命精神”“奉献

社会、引领文明”等主题党日活动８次，在活动中把《四战

四平历史图片展》带到当地党员干部身边。

党支部向共建单位捐赠文创产品 30 套；并为所在社区

的困难群众送去生活用品，把“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

到工作实处。在“99 公益日”捐款活动中，全馆职工发挥模



范作用，共计捐款 4800 元，为公益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同时，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学习雷锋好榜样”红歌

传唱活动、四平市青年干部职工开展团体操展演活动、干部

职工“红色吉林”定向系列赛英雄广场站活动，不断提升党

建工作水平。

（六）日常工作有序开展

在财务方面，按时完成年终决算、固定资产年报工作；

在人事方面，完成年度考核及信息审核工作。在展馆维护方

面，按照展馆升级改造工程进度完成馆内会议室装修、文物

库房搬迁等工作。

二、问题与不足

（一）整体讲解服务接待水平有待提升；

（二）战史研究力量不足、研究成果青黄不接、深入挖掘

红色历史存在局限。

三、2024 年重点工作安排

（一）做好国家一级博物馆申报的各项准备工作，从而进

一步助推我馆高质量发展。

（二）为全面提升整体服务质量、提升讲解人员的综合素

质，纪念馆将加大红色品牌的推广力度，继续开展《为新中

国而战·四战四平》史实图片展的活动，讲好英烈故事，宣

传英烈事迹。结合中国传统节日开展好第二课堂活动，充分



发挥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文化育人作用。

（三）在文物征集方面，以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为契机，

拓展文物征集渠道，做好文物征集工作。拓宽征集文物的工

作思路，加强与革命后代联络，注重搜集史料信息，探讨文

物征集线索，做好藏品信息研究和背后相关联的社会信息；

计划开展座谈 10 次左右，充分挖掘背后的红色故事；继续

完成文物档案照片整理工作，计划完成新征集的 100 余件文

物建档工作。

（四）为抢救革命前辈影像资料工程，研究部计划赴广西、

海南、黑龙江等地采访有线索并且还在世的参战老兵或老兵

后代，挖掘战斗英雄的革命事迹及每一战重大历史事件背后

的故事。

（五）积极推广，扩大纪念馆的宣传力度。四平战役纪念

馆将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等，发布

最新消息、展览信息、文物介绍等，吸引更多的观众关注和

参观，力争热搜榜百强。

（六）借助网络平台让文物“活”起来、让思政教育“火”

起来，结合馆藏资源，拍摄制作红色视频，将课堂搬上“云

端”，让思政教育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让红色基因在青少

年心中赓续传承，推动大思政课工作落实落细。

（七）加强馆际交流，盘活馆藏资源，促进红色文化资源

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有序流动、合理配置，组织不少于两次

的临时展览，实现资源共享。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BE%AE%E4%BF%A1&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6%9C%80%E6%96%B0%E6%B6%88%E6%81%AF&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


（八）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科学化、制

度化、规范化水平，按照“三会一课”制度，继续开展党员

干部学习教育活动。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突出党组织的

先锋带头作用，组织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

（九）加强消防安全管理，通过明确管理职责、完善管理

制度、引入消防设施设备、提高火灾防范意识等方式，在保

证文物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战役纪念馆的历史价值和科

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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