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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出新 英烈得以崇尚
抗战英烈的事迹和精神， 值

得国人世世代代铭记。 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沈阳 “九一
八” 历史博物馆、 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不断出
新的展览推动抗战精神得以传
扬， 鼓舞着民族奋进的士气。

利用先进科技镜像手段呈现
的 《新民主主义论》， 场景复原
可触摸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情景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７ 日 开 展 的 《 为 抗 战 吹 响 号
角———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 》
展览中， ２１０余幅照片、 ２４０余件
（套） 文物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
党推动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建立的
伟大历程。

“崇尚抗战英烈， 弘扬伟大
的抗战精神， 就是在履行和强化
纪念馆的育人使命。” 抗战馆副
馆长董立新说， 举办这些展览，
就是要加强对抗战英烈事迹和精
神的宣传。

弘扬抗战精神， 为在新时代
的奋斗者提供精神动力， 日益成
为各地抗战纪念馆的责任担当，
也促使他们不断在创新中完成使
命。 沈阳 “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
馆长范丽红说， 抗战主题博物馆
应该责无旁贷地成为中国梦的见
证者和参与者。

随着文物不断征集、 展览不
断出新， 走进纪念馆接受抗战精

神洗礼的人数不断增加。 抗战馆
今年上半年日常接待参观者超过
６０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约２０
万人次； 沈阳 “九一八” 历史博
物馆今年上半年接待观众就达９０
万人次， 接近开馆以来全年接待
观众的平均人次；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参观者达４０４万人次， 超过
２０１８年同期３４８万的参观人次。

形式丰富 红色文化流
入青少年心田

纪念馆里丰富的抗战纪念教
育资源， 让参观者接受了一堂堂
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形式丰
富的体验活动让历史教育更鲜
活、 更深刻。

如何让更多的孩子走进博物
馆， 是范丽红近年来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 ２０１６年沈阳 “九一八 ”
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了以抗战历
史为主题的儿童体验馆。

在纪念活动上朗读先烈家
书、 参观后给英烈写一封信， 书
信正成为抗战馆开展各类活动的
重要载体。 董立新说， 近年来抗
战馆重视家书的育人功能 。 书
信、 家书能将家风教育与抗战情
怀结合， 将红色基因的传承蕴藏
其中。 抗战馆还注重馆校合作，
通过建立抗战精神志愿服务团、
抗战宣教小分队、 抗战诗书诵读
基地等多种方式， 引导学生以英
雄为榜样。

２０１６年初， 即将从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任上退休的朱成山， 带领一支包
含 “９０” 后大学生志愿者 的 研
究 团 队 ， 详 细 了 解 受 害 家 庭
在 受 害 前 后 的 生 活 情 况 等 ，
最 终 调 查 内 容 集 结 成 《 历 史
与 记 忆———１１７户 南 京 大 屠 杀
受 害 家 庭 （族 ） 微观史调查与
研究》 出版。

“他们经历了比我痛苦万倍
的人生， 却比我万倍热爱这个世
界。” 参与项目的大学生耿嫣然
感慨道 ， “我很庆幸采访了他

们， 他们改变了我的许多看法，
我变得更加喜欢这个世界了。”

坚持拼搏 新时代的新
一辈以骄人成绩告慰先烈

“不忘昨天的苦难辉煌 、 不
负今天的使命担当、 不愧明天的
伟大梦想。” 董立新说， “先烈
之所以奋不顾身是为了国家更富
强， 对英烈最好的告慰是给英烈
一个最好的国家。” 这道出了众
多抗战馆工作者的感悟。

抗战馆讲解员杨艳喆每天都
要为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讲解， 广

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毕业的她目
前已经成长为全国金牌讲解员。
她说： “在这里工作让自己的民
族自豪感、 使命感很强烈， 希望
通过我的工作让更多人了解英
烈、 尊崇英烈。”

在距卢沟桥数十公里的北京
大兴， 被称为 “金凤凰” 的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将于今年９月底正
式通航。

“我从先烈的身上感受到信
仰的力量， 工作中自己也用这么
一股劲， 来做好每件事情。” 参
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的中建
二局员工张敬宜说。 张敬宜的爷
爷张廷铨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是
一名战士， 后来转业成为新中国
第一代建设者。

“建筑工地的混凝土需要人
工搅拌 ， 小伙子们用布把手包
住， 用铁锹搅拌， 不到半天的时
间， 手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冻伤。”
张敬宜通过爷爷的记录本感受到
当年工作的艰辛和老一辈建设者
的坚持。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筑
工地上， 张敬宜正用ＶＲ眼镜对
新工人进行安全教育。 他们一家
三代先后参与了一汽、 大亚湾核
电站、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国家
重大项目建设。 “无论时代怎么
变， 艰苦奋斗、 攻坚克难是我们
同样具备的品质， 这是对老一辈
最好的致敬。”

据新华社

奋斗者的告慰 后继者的拼搏

重庆，113.6亿次； 西安，89.1
亿次；成都，88.8亿次……在抖音
最新公布的2018年城市形象短视
频播放数据中，力压北上广的，是
这些西部城市，武汉、长沙等中部
城市排名也十分靠前。

与网络上走红同步， 在中国
经济版图上， 中西部城市的崛起
是一大亮点。 “网红”城市的崛起
有何奥秘？ 城市的魅力值和经济
发展有什么关联？年中之际，记者
实地调研这些城市，寻找答案。

提升魅力值：
创意营销晒出城市新形象

重庆有轻轨穿楼和8D魔幻
立交， 西安有摔碗酒， 成都有美
食……记者近日在这些城市调研
发现 ， 这些自带流量的场景画
面， 吸引大量游客市民在网络上
自发传播分享。 地方政府因势利
导， 积极运用新媒体讲好城市故
事， 在 “网红城市” 的缔造上形
成了共振效应。

城市形象的提升， 带来最直
接的效应就是文旅产业的增长。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重庆独特的
地形地貌造就了一批 “网红景
点”， 每年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前
来 “打卡 ” 。 统计显示 ， 今年
“五一” 期间， 重庆实现旅游总

收入200亿元， 同比增长33.5%。
“这些创意传播活动 ， 契合

年轻群体的喜好。 同时， 也提升
了本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幸福感。”
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长张
黎说。

顺应这波 “网红热 ”， 一些
中西部城市政府开始有意识地突
破传统的城市营销 “套路”。 今
年3月起， 重庆启动了为期半年
的区县 “晒文化·晒风景” 大型
文旅推介活动， 借助社交媒体等
平台， 展示重庆 “山水之城” 的
“颜值” 与 “气质”。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
综合处处长周杰说， 塑造和推广
城市形象， 不仅仅着眼于推动文
旅产业的发展 ， 背后其实是产
业、 文化、 生态协同高质量发展
的大文章。

作为西部的国家中心城市 ，
成都公布了打造 “三城三都” 行
动计划， 并在全市统筹布局建设
66个产业功能区， 涵盖先进制造
业、 现代服务业和融合产业、 都
市现代农业等。

留住年轻人：
年均净流入数十万

一首 《成都》， 让 “小酒馆”
成为文艺青年的向往之地； 一顿

“串串”， 让吃货们心服口服流连
忘返； 一只 “滚滚”， 让 “熊猫
粉” 对天府之国趋之若鹜……

这些 “网红” 元素在一次次
制造热点的同时， 也让很多人感
受到成都安逸舒适的生活情趣，
四川大学应届毕业生李春波就是
其中之一。

“我是北方人， 在成都上了4
年学， 现在已经离不开了。” 他
说， 在成都既可以看到高新区里
彻夜通明的写字楼， 也可以体验
公园里熙熙攘攘的茶馆。 因为喜
欢这种快慢相宜的状态， 李春波
已经应聘到本地一家科技企业，
准备在成都扎根。

展示宜业宜居的发展环境 ，
吸引人才落户生根， 是这些 “网
红” 城市的不二法门。 恒大研究
院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 从2015
年到2018年， 西安、 成都、 武汉
等都市圈的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均
超20万人。 2018年， 西安常住人
口增加38.7万人， 进入千万人口
城市俱乐部。

互联网招聘平台猎聘发布的
《2019年人才前景趋势大数据报
告》 也显示， 西安、 成都、 武汉
均位列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榜前
十名。

拥有众多高校的武汉， 2017

年就启动 “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
就业工程”。 在有着 “光谷” 之
称的武汉东湖高新区， 当地招才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7年大学
生政策实施以来至 2019年一季
度， 东湖高新区共吸引留汉大学
生23.83万 。 目前 ， 光谷仅在企
工作的博士就突破1万人， 是十
年前的5倍。

壮大新经济：
让 “网红” 城市既有面

子， 又有里子
从统计数据看， 虽然不少中

西部 “网红” 城市GDP已经突破
万亿元， 在总量上与沿海发达城
市相差无几， 但在产业结构和经
济活力上仍有差距。 “网红” 城
市还要加快创新转型， 丰富城市
内涵。

得益于优美的生活环境、 较
低的商务成本和充足的人才供
应， 小米、 字节跳动、 小红书等
互联网公司纷纷把研发中心或相
关业务总部设在武汉。 光谷 “互
联网+”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猷
把这个现象归纳为 “第二总部”。
据不完全统计， 光谷已聚集60多
家互联网企业的第二总部， 创造
的就业岗位达数万个， 为城市经
济转型提供强大动力。

武汉有 “互联网+” 办公室，
成都有全国首个新经济发展委员
会。 通过管理模式的创新， 政府
与市场相互配合， 携手推动新经
济的发展壮大。

“我们制定了新经济企业的
梯度培育计划， 把企业细分为种
子企业、 瞪羚企业、 准独角兽 、
独角兽或行业领军企业 ， 开展
‘一对一 ’ 服务 。 既要引得来
‘凤凰’， 也要培育出 ‘大树’。”
成都高新区新经济发展局功能区
建设推进处负责人邓毅表示。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极米科技
是一家准独角兽企业，不到6年时
间就成长为国内投影显示行业龙
头。 “政府在税收、金融及办公场
地等多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解
决了很多实际困难。 ”极米科技副
总裁郭雪晴说， 公司已决定把总
部和研发基地放在成都， 正着手
准备科创板的申请材料。

“重庆都市圈是内陆开放高
地， 产业同质化、 创新能力不足
是短板。” 恒大研究院的报告指
出。 “网红” 要想“长红”，抓创
新是根本。今年一季度，重庆的新
能源汽车、 电子元件等产业势头
迅猛，新产业、新动能的较快增长
将让重庆的 “网红” 成色更足、
内涵更为丰富。 据新华社

这些中西部城市咋就成了“网红”？

———来自抗战纪念地的致敬
７月７日， “七七事变” 发生地———北京西南的宛平城在初夏时节显得十分静谧。 ８２年前， 卢沟桥

畔的枪炮声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８２年来， 历史从未被忘记。
今天， 当纪念钟声再次响起， 先烈们又一次受到接班人的致敬。 在抗日精神激励下， 来自北京、

南京、 沈阳等抗战纪念地的后继者们正用拼搏的新成果告慰英灵。

7月7日， 位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活
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2周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