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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新新技技术术传传承承红红色色基基因因
□本报记者 陈曦/文 彭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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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佟麟阁路文华胡同
南口24号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先驱李大钊的故居。 电话、 火
炕、 老风琴……金秋时节， 走
入这个掩映在居民区里的院落，
房间内， 陈设简单， 年代感扑
面而来。

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主
任刘洋告诉记者， 从1920年春
至1924年1月， 李大钊及家人就
是在这里居住。 在此期间， 李
大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 创建
中国共产党、 建立国民革命统
一战线、 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
及领导北方革命运动作出了巨
大贡献， 被誉为20世纪初中国
革命的 “播火者”。

其实，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个院落一直作为民居被使用。
2006年初， 西城区政府对这里
进行腾退修缮。 2007年， 李大

钊故居建成， 并于他英勇就义
80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李大钊故居不再提供讲解服务，
但是通过VR全景展馆、 语音导
览等方式， 帮助线上线下参观
者了解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李大钊启蒙着中国的革
命 ， 自己的生活却特别简朴 ，
让我深受触动。” 西城区广安门
内街道槐柏树街南里社区的退
休党员石岳告诉记者， 当天他
是在社区居委会的组织下， 前
来参观学习， “故居里的布置
很妥当 ， 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
让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印象， 就
是他当时在这里是怎么生活的。
现场还放置了二维码， 只要手
机扫码， 就有对应的讲解， 非
常方便。”

除了原状陈列展， 《播火

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
专题展也以图文并茂的方式 ，
展现李大钊的革命思想和实践。

“这个展览非常好， 我们
很受启发。 我们要拍摄一个小
视频， 发到群里， 分享李大钊
的革命故事。” 正在端着手机拍
摄的北大资源物业的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刘洋告诉记者， 李大钊故
居从2007年正式开放以来， 已
经接待了大约30万人次参观 ，
除了党员干部、 企事业单位职
工， 还有不少大中小学生。 我
们还培养了不少学生讲解员 ，
“这些孩子通过背诵、 学习、 钻
研， 不仅可以学习李大钊的事
迹， 了解党史， 更重要的是可
以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学校的老
师、 同学， 把红色基因传承下
去。”

《播火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 专题展

故居内展品旁设有电子解说二维码

社区党员、 居民在北京李大钊故居观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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