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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希

如果红色文物会说话，它们将说些什
么？

阳谷县杨耕心故居中的那张木头桌
子，或许会回忆鲁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时
的种种；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珍藏的听诊
器，可能会说说孔繁森帮助藏族群众的为
民情怀；东昌府区韩集镇运东地委旧址的
一只只旧瓷碗，会激动地讲述运东地委领
导人民浴血奋战的动人历程……

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5月7
日上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
聊城日报社及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市属
开发区宣传办主办的“喜迎二十大·文物
里的红色故事”融媒采访活动在阳谷县郭
屯镇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广场启动。

出发 在英雄辈出的革命故里

5 月 7 日上午，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
念馆广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薛兆立宣
布：“‘喜迎二十大·文物里的红色故事’融
媒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说罢，他将红旗稳稳地递到了聊城日
报社记者代表的手中。

东风中，红旗漫卷，“‘文物里的红色
故事’采访活动”几个大字，在旗面上缓缓
展开。

这标志着聊城日报社拉开喜迎二十
大的宣传序幕，打响迎接二十大的宣传战
役。

阳谷，也是采访的第一站。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在这里启动采访活动，意义非
凡。”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王志强说，“阳谷县人文荟萃，革命文物
资源星罗棋布。这些革命文物，见证了历
史，承载着初心，是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
进力量的宝贵财富。”

启动仪式结束后，采访团走进鲁西第
一个党支部纪念馆。馆内，浓浓的历史味
道从革命年代飘来，与现场的多媒体影像相
结合，充盈着激励人矢志奋进的澎湃力量。

“郭屯镇党委为把红色精神代代相
传，申报建设‘鲁西第一个党支部’党性教
育基地，同时积极争取九都杨、后梨园村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项目，两点一线
打造红色旅游村和生态旅游村。”郭屯镇
党委书记杨森介绍说。

作为革命老区，聊城更是红色资源富
集。

“第一阶段报道确定了 15 个采访地
点。”聊城日报社总编辑玄志刚介绍，“通
过此次活动，我们将全力把聊城博物馆、
展览馆、纪念馆、档案馆及民间革命文物
中的红色故事挖掘出来，让文物传递的坚
定信念、理想品格、为民初心，转化为新时
期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责任担
当，为实现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
目标、加快建设‘六个新聊城’提供精神动
力。”

呈现 实现报网端微屏一体报道

5月7日，在杨耕心故居，原郭屯镇文
化站站长，年过七旬的杨占金老人，在手
机、摄像机的包围中，慢慢讲起杨耕心年
轻时的故事。他的这段讲述，将以文字、
照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发布在《聊城日
报》、《聊城晚报》、聊城新闻网以及聊城日
报视频号等平台。老人感触万千：“没想
到这些红色故事能有这么多种讲法！”

此次融媒采访活动，聊城日报社再次
进行了创新。在报道方式上，推出报网端
微屏一体策划模式，尝试构建重大主题报

道统筹协调机制和一次采集、多种生成、
多元发布、全媒推送的新闻传播新格局，
日报、晚报、新闻网与视频号实现优势互
补、宣传互动、借力传播、相互赋能，增强

“喜迎二十大·文物里的红色故事”主题报
道的传播力、影响力。

“在前期准备工作中，我们已定好分
工，力争一个采访点推出数个多样化报
道、每一期报道都成为精品。”记者闫振
说。

“喜迎二十大·文物里的红色故事”融
媒采访活动，也是聊城日报社写好融合与
转型的聊报篇章的深刻实践。

“我们将以这次主题采访活动为契
机，在报社扎实开展‘作风能力提升年’行
动，大力弘扬‘严、真、细、实、快’工作作
风，深刻洞察新时代媒体格局、舆论生态、
受众对象、传播技术深刻变化，做到因势
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把握好发展机
遇，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主动服务和融入
国家及聊城的发展战略，牢牢占据舆论引
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
制高点，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玄志刚说。

探寻 让红色精神可看可知可感

“在这次采访活动中，媒体记者用敏
锐的眼光、独特的视角，把红色文物与红
色故事看在眼里，映入心里，摄入镜头，汇
入笔底，也让我们看见了历史，望见了未
来。”阳谷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靖德云说。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
革命文物所传承的革命精神正在成

为促进老区振兴、实现融合发展的正能
量。

为做好红色文物保护工作，我市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
要论述，出台《聊城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工程实施方案》，持续推进实施聊城党史
文物、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打造红色文化
保护传承基地。

“聊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
打响革命老区品牌，加强革命老区村保护
与建设，建设红色文旅走廊，让红色文化
活起来。全市文物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文
物保护和利用工作，就是让文物把聊城的
故事讲给人们听，把其中蕴含的精神品格
传承下来、激发出来。”王志强说，“主题采
访活动的举办，将推动革命文物活起来，
让红色文化融入百姓生活，对于营造积极
向上的社会氛围、打造有竞争力的营商环
境、加快高质量发展都有极大助力。”

听，红色文物在说话
“喜迎二十大·文物里的红色故事”融媒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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