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特别报道
2019.10.29 星期二 编辑 施歌 校对 李京晶

7月22日至8月27日，筹备组先后11
次组织有关领导和专家研究讨论修改布
展大纲，最终确定展览的主标题为“红色
印记——平顶山革命历史展”，展览分前
言、星火燎原、抗日烽火、逐鹿中原、英烈
人物和后记六个部分。

8月15日至17日，工作人员再次对大
纲进行修改，并将大纲交于设计公司进行
图版设计。8月23日，图版设计完成。展
览大纲和展出历史资料的实物相结合组
成的展览小样出来，筹备组组织人员进行
了逐一审查。工作人员组成4个小组分
别进行审查，他们在博物馆会议室摆开

“战场”，桌子上堆满了一尺多高的文字资

料。这些年逾七旬的老人抱着对历史高
度负责的态度，戴着老花镜认真地审查每
一个历史故事、每一幅图片、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人物。

“老同志们一坐就是一天，茶也不
多喝，怕去厕所耽误时间。”尚彬说，

“对文字要求极严，别说错别字了，标点
符号也不能错，而且用法必须一致。比
如‘某某某哪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
句话后面要么都是句号，要么都是逗
号，不能出现句号和逗号不统一的情
况。”

9月29日，布展终于完成，此次展览
大纲全部文字38046字，共用图236张，

其中涉及英烈人物90人，总布展面积近
800平方米。

展览开展后，参观展览的党员干部、
各界群众络绎不绝。截至目前，已有137
个单位、4万余人次参观了展览，142个单
位已经预约了展览，等待参观。

在参观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
同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并在党
旗下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在接受红色教
育中感悟初心使命、收获信仰力量。参观
后大家纷纷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牢记
初心使命，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砥砺前
行，为平顶山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在展览中汲取力量

红色历史孕育红色展览
——《红色印记——平顶山革命历史展》筹办前后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市老促会和平顶山博物馆
联合市委党史办、市史志办、市档案
局，成功举办了《红色印记——平顶山
革命历史展》。自 9月 30日开展后，到
平顶山博物馆参观展览的各界群众、
党员干部络绎不绝，目前预约批次已
经排到了10天之后。

“通过展览，深感我们现在的生活
来之不易，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
才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共产党员要继
承先烈的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平顶山的建设奋斗。”

“先烈们的事迹让我们汲取了强
大的精神能量，我们一定要在实际工
作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
市老促会和平顶山博物馆是本次

展览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当看到
众多市民参观展览并踊跃留言的场景
时，有关人员无不感到高兴和欣慰。
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工作人员，了解
到展览从商讨筹办、正式开展，前后历
时三个多月的详细情况。

□本报记者 娄刚/文 李英平/图

今年 6 月，距离党的生日越来越
近，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全国全党第
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正在我市深入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
活动将于9月份开展。如何把活动开
展得有声有色，用革命故事教育党员干
部，真正达到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目的？

我市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新兴
工业城市，虽然建市较晚，但辖区鲁山、
宝丰、叶县、汝州、舞钢、郏县等地都有
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市老
促会成立20多年来，在各地先后建设
了叶县中共段庄党支部旧址、临汝抗日
县政府旧址、八路军豫西抗日根据地曹
沟旧址、宝丰北张庄村中原军区邓小平
旧居和刘伯承旧居、宝丰中原大学旧
址、宝丰豫西行政干校旧址、豫陕鄂军
政大学汝州旧址等一大批红色教育基
地，收藏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展示
了当地的革命历史。

如果利用这些红色资源，举办一个
能够全面、系统、完整地展示平顶山地
区革命历史的展览，就可以为主题教育
活动提供很好的“教材”和“课堂”，同时
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波澜壮阔的平顶山
革命历史。

市老促会和平顶山博物馆的想法
一拍即合。7月2日上午，平顶山革命
历史展启动仪式在博物馆举行，此次会
议确定了展览主题、标准、方案，成立了
展览领导小组。会议决定由市老促会
统筹，平顶山博物馆、市委党史办、市地
方志等部门利用各自的资源开展工
作。会议讨论确定了展览的大纲和主
要结构，确定成立筹办工作组，从市老
促会、平顶山博物馆、市委党史办等部
门抽调工作人员组成办公室和三个专
业组，其中资料组负责收集布展的历史
资料，文秘组负责撰写平顶山革命历史
布展大纲，布展组负责进行前期的场地
布置和后期的展板制作。随后，市档案
局也加入这次展览的筹备工作，为展览
提供档案资料。

凝聚各方力量

计划确定之后，大家开始分头行动。
7月 10日至 15日，资料组的李晓黎、

刘秋阁、潘培基、贾旭冒着酷暑先后到汝
州、郏县、叶县、鲁山收集资料。7月10日
上午，他们在大峪抗日纪念馆、河南人民
抗日军司令部旧址拍照收集完资料后，赶
赴临汝抗日县政府旧址，途中遇上大暴雨
和泥石流。8月3日，4人再次到鲁山豫
西革命纪念馆、宝丰革命纪念馆补充采集
资料。

1930年 11月底，按照中共中央“以洛
阳为中心，在豫西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农民
暴动”的决定，郏县共产党员李书乾按照
豫西暴动主要成员朱俊卿的指示，回到郏
县发展农民武装，参加豫西暴动，组建中
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1931年春，郏县
农民暴动组织已发展到 1000余人，初步
形成了农民队伍。当年7月，由于叛徒告
密，李书乾等主要领导人和60多名共产
党员一道被捕、惨遭杀害。李书乾终年
29岁。

筹建红三十六军是一段重要的历史，
资料组的工作人员决定到郏县找到当事

人李书乾的亲属，为这段历史补充更加
鲜活的内容。经多方打听，他们最终找
到李书乾的侄子李某，80多岁的李某讲
述了他所知道的部分细节：被叛徒告密
后，国民党反动派到村里抓人，路上碰到
了李书乾的两个弟弟，其中就包括李某
的父亲，当场就把他们抓了起来，拷问得
知不是李书乾，就把他们放了。等抓了
李书乾，一想其弟弟也脱不了干系，就又
回头去抓他们，但两个弟弟已经逃离村
子，从此远走山西，直到解放后才回到郏
县。

像李书乾这样的英烈应该展出他的
肖像，但李书乾牺牲得早，没有留下任何
影像资料。据说李书乾兄弟长得很像，工
作人员就想：可不可以比对李书乾的兄弟
还原出他本人的形象呢？幸运的是，李某
家里还有他父亲的晚年照片，于是工作人
员就复制了李某父亲的照片，找到平顶山
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祁韶亮教授，还原出
青年李书乾的容貌，再加上李某提供的

“李书乾年轻时常光头”的特征，最终制作
出展板上李书乾的肖像。

1948年2月，鲁山匪首黄秋水带匪徒
袭击张良区（今张良镇）农会翻身队，抓走
孙万立等 12名队员。凶悍的匪徒棍打、
枪捣、刀砍，把重伤的队员带到张良镇南
的殷岭村，扔进红薯窖。黄秋水把两个年
龄较小的队员拉到窖口说：“你俩还年轻，
我不想杀你们，要死就下去，要想活就跟
老子干。”话音刚落，两个队员跳进红薯
窖，宁死也不当土匪。气急败坏的黄秋水
命令匪徒把点燃的柴草投入窖内，又扔进
去两枚手榴弹，然后用石板和土封住窖口，
扬长而去。10名翻身队队员壮烈牺牲。

听到这段历史的细节，筹备组领导感
慨：面对生死，十几岁的小伙子毫不犹豫
就作出了选择。根据大家的意见，工作人
员决定绘制出“殷岭惨案”的画像，他们在
网上联系到河北省邯郸市一位连环画画
家，把详细的背景资料提供给对方，最终
绘制出生动表现“殷岭惨案”中革命烈士
英勇气概的画像。

在收集资料的同时，平顶山博物馆馆
长尚彬组织人员对临时展厅进行区域隔
断施工，开始实施布展的基础工程。

鲜活的史料来之不易

10月25日，在新城区平顶山博物馆，众多市民在认真观看《红色印记——平顶山革命历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