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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艺 文/摄

大山里的“红色课堂”
进入3月， 位于延庆区大庄

科乡霹破石村的昌延联合县政府
旧址讲解员卢春苗一直没得闲，
每天都为来这里参观学习的党员
群众进行讲解服务。 据她介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首都各行各业开展了各具特色的
主题党日活动， 昌延联合县政府
旧址是平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成立的地方， 有着光辉的革命
历史和众多的红色遗迹， 作为红
色体验基地， 这里更是成为了众
多企事业单位和高校师生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的 “红色课堂”。

“昌延联合县政府旧址1940
年成立， 是开辟平北根据地时建
立的第一个联合县政府 。 2011
年， 为纪念建党90周年和平北抗
战， 历时2个多月， 按照修旧如
旧的原则进行简单修复， 复原了
抗战时期各个部门战斗、 生活的
场景……” 昨天上午， 这里又迎
来了一批参观学习的团队———位
于延庆四海镇的党员干部， 卢春
苗一天的繁忙工作开始了， 她的
精彩讲解不时赢来党员们的阵阵

掌声。
作为红色老区， 以大庄科乡

“后七村” 为核心， 燎原昌延联
合县。 据当地村民介绍， 各村串
联发挥战地功能： 里长沟村是昌
延联合县重要的前哨阵地； 董家
沟村区公所将前哨信息传递至县
政府； 慈母川村地势开阔是军队
宿营地， 同时创立妇救会为战士
做饭缝军装； 铁炉村设立了平北
地区第一个军地两用干训所； 沙
门村是通往沙塘沟展开战斗的重
要节点； 景而沟村形成平北地区
第一个统战战线并召开了昌延联
合县第一次议会， 儿童团站岗放
哨成为景而沟村老人们的儿时回
忆……

近几年来， 大庄科乡推陈出
新， 全面升级 “红色体验+红色
教育” 红色文化产业模式， 打造
出大庄科红色教育基地。 日前，
基地已正式启用。

大庄科红色教育基地位于铁
炉村。 “1938年， 平北抗日根据
地在大庄科乡建立， 铁炉村 ‘干
训所’ 旧址在那时就是训练军、

地干部的重要场所。” 据基地负
责人介绍 ， 基地以大庄科红色
“后七村” 为重点， 以有多年管
理和运营经验的拓邦营地为运营
单位， 通过模块化教学， 采取半
军事化封闭式管理， 打造培训课
程。 课程涵盖仪式教育类、 理论
教育类、 情景类以及户外活动类
等多种门类， 注重红色教育的历
史性 、 时代性 、 理论性 、 实践
性。

昨天下午， 记者在教育基地
看到 ， 来自首都部分企事业单
位、 高校的团建、 党建负责人，
开始了红色体验式教育。 瞻仰先
烈、 上党课、 出早操、 重走革命
路、 自制行军餐、 做军鞋……活
动结合现实需要， 设计出一系列
红色体验项目。

红色教育之旅， 形式生动，
内涵深远。 一名在这里学习的团
建负责人告诉记者： “大家在团
结协作中， 体验了军民鱼水情，
学习了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精
神。 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担起时代
责任， 凝心聚力再出发。”

“团建” 团体在大庄科红色教育基地出早操

学做军鞋

行军途中捡垃圾

村民领着外村的党员参观昌延联合县政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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