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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位于北京西郊
的香山满山叠翠，游人如织。

70 年前，毛泽东率中共中
央进驻香山，由此让香山这座
拥有近 900 年历史的古老园
林，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
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
总指挥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
“进京赶考”的首站。正值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为了更
好地再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时
期的革命历史，修缮复原的香
山革命旧址以及新建的香山
革命纪念馆 13 日正式向社会
开放。

70 年后的今天，人们可
以在这里，回顾“为新中国奠
基”的历史伟业，重温中国共
产党人的爱国初心、壮志情怀
和革命精神。

8 处革命旧址首

次开放 重温香山光

辉岁月

从香山公园东门入园，拾
级而上，便可来到双清别墅。
六角红亭旁，池水清澈，绿草
茵茵。屋内入口处，悬挂着一
张毛泽东同志在香山读报的

黑白照片，报纸上“南京解放”四个大字赫然可见。屋内摆放
着毛泽东曾使用过的办公桌、沙发、床等家具及物品。

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共
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赶赴北平，25 日
进驻香山。原为清代静宜园内松坞云庄的双清别墅，于彼时
成为毛泽东在香山的办公和居住地。直至当年 9 月，毛泽东
才从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作为中国革命胜利
前夕党中央所在地，巍巍香山目睹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豪情，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各界
人士凝心聚力描绘新中国宏伟蓝图的艰辛和荣耀。

在香山期间，中共中央指挥了举世闻名的渡江战役，吹响
了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角；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为
新中国奠定理论和政策基础；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派、各
界人士共同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通过《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国体、政体，制定了新
中国一系列基本政策，携手为新中国搭建“四梁八柱”。

为了全面展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的革命历史，去年
以来，北京市对香山公园内存留的中共中央在香山的 8 处
革命旧址进行了修缮复原，其中包括双清别墅，修缮建筑达
3600 平方米，修缮院落达 1 . 8 万多平方米。

香山公园党委书记孙齐炜表示，这是 8 处革命旧址首次
向社会全部开放，开放面积为香山历史之最，“主要是向人们
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旧址的历史原貌，
生动再现中共中央在香山艰苦奋斗筹建新中国的场景。”

她说，过去，游客来香山感受红色历史只能参观双清别
墅，通过此次修缮，人们现在还可以参观朱德、刘少奇、周恩
来、任弼时几位同志的办公居住地，以及中央警卫处、中共
中央宣传部办公地、中共中央图书馆、香山专用电话局和中
央办公厅机要处驻地等。

距离双清别墅不远、始建于明代的来青轩，在 1860 年曾
遭英法联军焚毁，后在遗址上改建公寓。党中央进驻香山后，
这里成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办公居
住地。绿树掩映的静谧院落内，有几排灰瓦白墙的平房。穿梭
于来青轩，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的办公室、会客室、卧
室、餐厅等，屋内摆放着简单的家具陈设，一些实物展品也按
照原状进行陈列。

墙上悬挂的军事形势地图，书桌上的放大镜、报纸和书
籍……置身于高度还原的历史场景中，人们似乎还能从工作
生活的点滴，窥见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呕心沥血忙碌
的身影。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双清别墅每年都迎来大量企事业单位、学生团体和游客
参观学习，成为开展红色教育的热门场所。此次双清别墅内
的毛泽东办公居住房屋、“毛泽东同志在香山”展室和六角红
亭等建筑也得以修缮、完善。人们可通过展览看到毛泽东在
香山的一些经典照片、手稿和诗词、发给前线的电报电文
等，了解他在香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记者从香山公园获悉，8 处革命旧址共陈列家具、办公用
品、生活用品等各类展品 9495 件，都是通过多方渠道征集、购
置和复原的。为了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展品在展陈上颇费功
夫。大到毛泽东的办公桌、沙发、警卫处的吉普车，小到一根铅
笔、一盒火柴，每件都经过反复斟酌、比对，才最终确定。

上千件文物集结 开国大典“大红灯笼”亮相

在香山脚下，北京植物园不远处，一座坐北朝南、依山就
势的恢宏建筑——— 香山革命纪念馆也拔地而起。纪念馆内，面
积 6000 平方米的《为新中国奠基——— 中共中央在香山》主题
展览，以全面丰富的展陈内容及多样的展陈方式，向人们全景
式生动呈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香山停驻期间
为新中国诞生奋斗的光辉历史。

新中式风格的香山革命纪念馆，总体布局沿南北向主轴
线展开，分为两层，建筑高度 22 . 5 米，建筑面积 1 . 8 万平方
米，在远山掩映下，透露出自然质朴、稳重庄严的气质。

香山革命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唐开文说，为纪念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纪念馆在设计建设中也独具巧思。例如，在纪念馆
南门，设置了 28根廊柱，象征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新中国成
立 28 年的奋斗历程；用于举办重大纪念活动和党员教育活动
的南广场上，专门设置了国旗及旗台，高度为 19 . 49 米；纪念
馆二层东侧设置的“四梁八柱”造型，蕴含着中共中央同社会
各界合力筹备新政协、组建中央人民政府，为新中国搭建“四
梁八柱”的寓意。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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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秋雨初霁。北京香山，岁月静
好，秋色宜人。修缮一新的双清别墅，保持原
貌，格外幽静，静待为游客讲述那段光辉岁月。

香山革命纪念地包含香山革命旧址和香
山革命纪念馆两个部分。9时，随着香山公园
东门徐徐打开，香山革命纪念地正式向公众
开放。早已提前预约的观众跟随讲解员的步
伐，拾级而上，一同瞻仰革命旧址。

双清别墅内，六角红亭旁，一潭碧青的
湖水映出别墅的倒影。别墅内，办公室、会客
厅、卧室等陈设都一如当年原样：桌上的钢
笔报纸、床上的书籍、墙上的《中国解放区现
势图》，无一不向参观者叙述 70 年前的这段
历史。

来自山西大同的周学勤老人特意在中秋
节来香山参观革命纪念地，与新中国同龄的她
见证了祖国的发展。“新中国发展到现在，就是
一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看到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场景，周学勤感慨万千。

香山革命纪念地内，来青轩、小白楼等革
命旧址属首次向公众开放。本着“修旧如旧”
“最少干预”原则，工作人员查阅大量历史照
片和档案，大到房屋布局，小到一碗糙米饭、
一盒火柴，最大限度还原历史。

“我时常告诉孩子，岁月静好，那是有人
负重前行。”行走途中，周学勤忽然对记者说，
“年轻人应该继续不骄不躁、艰苦奋斗，遵循
历史前进，不忘初心。”

香山革命纪念馆南广场，远处山峰郁郁
葱葱，近处 19 . 49 米高的国旗杆上红旗飘
扬，风景无限。

新建成的香山革命纪念馆内，《为新中国
奠基——— 中共中央在香山》主题展览，通过约

800 张图片、报照、地图、表格和 1200 多件实
物、文献和档案，全景式呈现中共中央在香山
期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
元的光辉历程。

在“解放全中国”展台旁边，来自河南 80
岁的老人张书显驻足凝视。“用蓝天当纸、森
林当笔、大海当墨，也写不完诵不尽这一路走
到现在的心情。”

张书显说，听父母讲述，他出生的那天，
三枚炸弹落到了附近房顶上，一颗都没有爆
炸，这才保住了性命。那时，穿的都是用污泥
染黑的白布，一家人当佃户受尽压迫。而现在
他作为退休教师，每月能拿 4000 多元退休
金，他的孩子们也继承他的衣钵，继续当教
师。“为人民谋福利，对孩子有一片赤诚的爱
心，那就是我教给儿女的初心。”

一张张旧报纸、一件件文物、一幕幕黑白

影像，都把人们带回那段惊心动魄、激荡人心
的岁月，新中国诞生的艰难、欢欣、荣耀，与老
百姓的密切关联，都融汇于精心布置陈列的
展陈间。

“以前的人非常艰苦，我们现在要珍惜幸
福时光，继续努力让国家更加强大。”看到照
片中的人们都穿着破衣服、生活艰苦，11 岁
的参观者李郝嘉彤道出了心声。(记者陈旭、
魏梦佳)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从从胜胜利利走走向向胜胜利利
香香山山革革命命纪纪念念地地开开放放首首日日见见闻闻

▲ 9 月 13 日拍摄的香山革命纪念馆外景。当日起，香山革命纪念地向社会公众开放。 新华社发（任超摄）

新华社评论员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习近
平总书记专程前往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
纪念地，瞻仰双清别墅、来青轩等革命旧址，
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
记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
胜利和党中央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
历史，缅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
功伟绩，发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
取、开拓创新”的号召，为我们继续把新中国
巩固好、发展好注入强大奋进力量。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共中央在北京
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
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

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
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党史、共和国
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以史为鉴、以史为
师，牢记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斗争史，
铭记中国共产党 98 年奋斗史、新中国 70 年
发展史，我们就能从历史中获得丰厚滋养和
深刻启迪，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
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齐
心协力共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缅怀光辉历史，共创复兴伟业，必须发
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宜将剩勇
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从革命年代到建
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我们党始终以伟大
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带领人民取得

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当前，我们正处在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期，正处在人到半山路更陡、船到中流浪
更急的关键阶段。继承和发扬革命到底精
神，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新胜利，才能不断开辟新天地、创造
新奇迹，推动“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

缅怀光辉历史，共创复兴伟业，必须坚持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我们党的根
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与人民
始终保持血肉联系，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是
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所在。群
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把人民置于
心中最高位置，怀着强烈的爱民、忧民、为民、

惠民之心，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才能始终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

缅怀光辉历史，共创复兴伟业，必须牢
记“两个务必”、发扬优良作风。打铁必须自
身硬。过硬作风是我们党经受“四种考验”、
战胜“四大危险”的有力保障。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作风建设为重要抓手，全面从严治
党取得显著成效，刷新了党风政风，凝聚了
党心民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需要持之
以恒、久久为功地抓下去。要继承和发扬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以“赶考”

的清醒和坚定接力奋斗，努力交出新时代
的优异答卷。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缅怀光辉历史，共创复兴伟业

本报记者黄海波、陈琰泽

武汉世纪家园是我国建成较早的钢结
构高层住宅小区，2008 年开盘时，汶川地
震刚刚发生。业主老吴直言不讳地说，当初
选择这个小区，就是看中钢结构的抗震性。

“建造更加坚固的房子，是地震带给我们
最直白的启示。”武汉世纪家园建设方、杭萧
钢构董事长单银木说。

钢结构住宅抗震节能等优点，已经被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从传统一砖一瓦到新
型建筑材料的普及，从低效的垒砖砌墙到高
效的“搭积木”装配式建房，从承担沉重劳动
的建筑工人到技术趋于成熟的建筑机器
人…… 70 年来，伴随人民群众居住条件的极
大改善，我们国家盖房子的技术也迎来革新。

从国际上来看，钢结构并非新鲜事物。从
纽约帝国大厦到上海和平饭店北楼，许多近
百年历史的知名建筑，均采用钢结构支撑。

作为国内较早从事钢结构建筑的企
业，杭萧钢构先后自主研发或参与建造了
中国钢构第一楼——— 瑞丰国际商务大厦，
全国最大钢结构住宅群包头万郡·大都城，
海拔最高的钢结构酒店拉萨圣地天堂洲际

酒店，海拔最低的钢结构酒店上海世茂深
坑酒店……

2019 年 3 月，住建部提出推进建筑业重
点领域改革，开展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试
点。

“大趋势对于钢结构企业非常有利，尤
其是对注重构建技术标准的杭萧钢构而
言。”杭萧钢构副总裁方鸿强颇为自信地认
为，其技术体系已经到了第三代，即钢管混
凝土束结构。简而言之，就是将一根根中空
的 C 型钢管焊接组合，然后将混凝土灌入其
中，形成钢管束剪力墙，以代替混凝土剪力
墙，解决此前钢结构住宅凸梁凸柱的难题。

（下转 3 版）

从垒砖砌墙到“搭积木”起高楼
助力“住有所居”，我国住宅建筑技术迎来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70 年，留学、归国“双潮”涌动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记者林晖、郭敬
丹)“在国外总有种浮萍的感觉，对祖国的眷恋
非常浓烈。从出国起，我们就想着，出去学习
是为了回来报效祖国，让祖国变得更美好。”

上海佘山脚下，一个时刻望向苍穹的“大
家伙”静静矗立——— 上海天马望远镜，能够捕
捉来自浩瀚宇宙的动静和声响，为人类探索
宇宙奥秘贡献力量。项目总工程师、上海天

文台研究员刘庆会，曾在海外留学、工作 12
年，回忆起在国外的日子，他感慨万千。

刘庆会，是我国数百万留学归国人员报
效祖国的缩影。

百年前，容闳、詹天佑等中国早期留学生
学成归国，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60 多年前，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突
破重重封锁，坚定“回到祖国去”，成为建设新
中国的栋梁；

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留学生生
源国，留学生遍布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在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与优越的创新创

业环境吸引下，越来越多莘莘学子选择学成
归国，形成了新中国 70 年历史上最大规模
的留学人才“归国潮”。

1978 年，留学归国人员仅以数百人计，
2009 年首次突破 10 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
留学人才加速“回流”，2012 年 27 万人回国，
2016 年 40 万人，2018 年突破 50 万人。

不做巨变的旁观者，要做巨变的创造者。来
自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改革开放至 2018
年底，我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到 365.1万人，
84.5%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如今，刘庆会负责的上海天马望远镜在

深空探测器测轨定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祖国的探测器飞向哪里，我们的测
定轨就测到哪里。”刘庆会说。

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
展伟大实践，当代留学归国人员正奋力书写
复兴路上的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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