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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入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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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向党旗宣誓 : 老一辈

革命家入党故事》 描述了已故老一辈

革命家入党的经历。 他们出身各异，参

加革命的时间有先有后， 但他们为了

一个共同的目标， 汇集到中国共产党

的旗帜下， 面对党旗作出自己庄严的

承诺。 从他们的入党经历中，可以看到

一个人究竟应当有怎样的理想与追

求， 人生究竟应当怎样去奋斗才有价

值和意义。

香山红色文创“上新”

7 月 1 日，北京香山公园红色文创

又有新品面世， 此次新品以在香山办

公居住期间老一辈革命家发表过的文

章、诗歌等为灵感，提取其中的文字内

容，推出“正”青春系列文创产品，包括

缝线本、万年历、T 恤等共 33 款。

今年 4 月以来， 香山革命纪念地

八处革命旧址接待市民游客、 党员团

体 34 万余人，提供义务讲解服务 2000

余场次。 香山公园充分利用深厚的红

色文化内涵， 组织开展各类宣传教育

活动， 多举措打造好主题教育现场教

学实践点，让更多游客、党员在踏寻红

色足迹的同时， 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在

香山时期为国为民的丰功伟绩， 感悟

思想伟力，激发奋进力量。

自香山革命纪念地 2019 年 9 月对

外开放以来，香山公园不断摸索尝试、

总结经验， 面对不同的人群开展丰富

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 常年为普通游

客提供义务讲解服务， 并根据游客量

及时调整讲解频次，发放宣传折页、开

展集章打卡，向更多人传播红色文化；

通过提前报名招募，开展“红色游”“深

度游”等活动，重走“赶考”路、体验发

电报、拓印红色诗词、手绘双清、种植

小菜园等特色互动体验，打造“小班”

沉浸式教学； 为党员团体提供党日活

动设备设施，温誓词、听故事、唱红歌、

诵诗词、答问题，提供定制党日活动流

程策划，充分发挥现场教学实践作用；

面向中小学生， 请进基地讲述红色故

事、送进校园开展红色课堂，在青少年

心中根植红色基因。

同时， 公园还通过官方线上平台

推出虚拟展、线上游、直播等内容，每

年结合不同的主题和讲述方式， 推出

红色专栏，全方位服务市民游客、党员

团体，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

充分发挥香山革命纪念地党性教育基

地的重要作用，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

态化长效化。 （代丽丽）

读书时间

黄崖洞文化旅游区位于中太行

山腹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华

北敌后最大的兵工基地，八路军创建

最早、 规模最大的兵工厂诞生于此，

被誉为“人民军工摇篮”。 1941 年 11

月，这里曾发生了著名的黄崖洞保卫

战。 景区内，黄崖洞（物资仓库）、兵

工厂旧址群、烈士陵园、雕堡群等

遗址遗迹遍布，被誉为“没有围墙

的抗战博物馆”。

在黄崖洞， 红色资源丰富，绿

色资源也毫不逊色———这里是国

家级森林公园，林荫如盖 、叠瀑成

群，负氧离子含量极高 ，是难得的

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

沿途而上，一路欣赏悬崖山峰、迭

嶂、岩洞、瀑布、山泉景观，感受来自大

自然的养眼之旅。“坐着绿皮火车穿越

大山，实在是太独特的体验了！ ”坐在

“黄崖洞号” 绿皮火车中穿山而过，沿

路美景引得大家纷纷感叹。

“黄崖洞景区里的山峰，海拔多在

1500 米到 2000 米， 地壳相对运动产生

的巨大能量， 把这里的硬红石英砂

岩 、 页岩层组成的山岳切出道道峡

谷 ， 峭壁连绵数十公里 ， 拔地而起 ，

直冲云霄 。 这种独特而壮观的地貌 ，

与举世闻名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可

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黄崖洞文化旅

游区讲解员靳紫薇介绍， 这里还被中

科院地质专家誉为罕见的世界级地质

峡谷奇观。

集太行壮美风光、 嶂石岩地质奇

观、 红色军工文化、 抗战史迹遗址于

一体， 如今的黄崖洞， 已成为国家级

森林公园和全国爱国教育基地， 正高

标准打造“红绿融合” 新标杆， 努力

走出“以红带绿、 红绿融合” 的发展

新路径。

（杨佳 / 文 牛莉荣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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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

东湖醋园忠义情

———山西省关公文化研究会调研活动小记

6 月 13 日上午 ，天气晴朗 ，阳光

明媚。 在建党 102�周年前夕，山西省

关公文化研究组织发起“体验晋商非

遗文化，弘扬关公忠义文化”主题活

动。 研究会支部书记、会长杨增武，名

誉会长齐向明 ，副会长 、秘书长郁旭

光，文创院院长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韩志强等一行 13 人赴山西东湖

老西醋文化园进行考察 、 调研和交

流。 在东湖老西醋文化园创始人郭俊

陆董事长的陪同下参观了整个醋文

化园的工艺、文化、养生等各个功能

区， 让大家对老陈醋有了新的认知，

更对探索晋商文化、非遗文化、关公

忠义文化的深度融合有了一个新的

启迪。

东湖老西陈醋文化园董事长郭

俊陆作为山西醋业的资深人士 ， 最

有发言权 ， 最有感触 ， 最有体会 。

郭俊陆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晋商精

神 ， 坚持工匠精神 ， 坚持传统酿醋

工艺 ， 数十年如一日恪守做好醋 ，

做好人的理念，把东湖老陈醋做得地

道而有滋有味。

东湖老西陈醋文化园位于 108

国道杨村，占地 200 亩，年产量 50000

吨。 关于老陈醋产业与文化，东湖老

西醋园是东湖醋文化博物馆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 也是郭俊陆打造老陈

醋文化的经典场景和得意之作。 从一

进大门口的广场便是 56 个醋缸簇拥

如山的景观，一颗独立其上的硕大醋

葫芦特有创意，“醯从天来”， 又寓意

56 个民族团结幸福。 从广场人文雕

塑、草坪小景到门头匾额、门柱楹联、

车间标语，处处体视传统文化、时代

气息和经营理念，许多都是出自郭俊

陆之手。“祖宗传的醋天天离不了，老

天给的酸人人都需要”。 老陈醋是以

大麦、豌豆、高粱等五谷为原料，经过

传统的蒸、酵、薰、淋、陈等五步工艺，

郭俊陆总结实践探索出了五谷 、五

色、五味、五形入五脏的老陈醋养生

保健理念，遵循天人合一、敬天法祖

的规律。

郭俊陆自谦没上过啥学，却自豪

地说毕业于社会大学，对于关公文化

颇有见地。 他说：在许多人眼里关

公是财神，其实崇拜关公的信众很

多，涉及方方面面，关公文化大有

可为，可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核

心是忠义，非常广泛。 国家、家庭、

事业、交友都离不开这两个字。

2022 年 1月 27 日上午， 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山西在平遥古城的东湖

老醋坊了解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时，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老陈醋技

艺传承人的郭俊陆带着徒弟作了展

示并介绍了这门古老的技艺。习近平

总书记仔细观察了解后感叹 ：“既

是技术，也是学问，又是艺术。 ”在

了解整个老陈醋酿制工艺流程后，

亲切嘱咐“健康中国，醋能起到作

用”。 备受鼓舞的郭俊陆表示，一定

要用心做好每一滴醋，为美好生活

添油加醋。

在东湖老西醋文化园调研过程

中，气氛非常活跃。 在这里，山西省

关公研究会每一位成员都深有感

触，对郭俊陆董事长不遗余力地传

承老陈醋文化充满敬意。 山西省关

公文化研究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平

用胃与口的对话来诗意解读老陈

醋。 山西省关公文化研究会文创院

院长、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品牌策

划专家韩志强表示愿将全国大学生大

广赛山西赛区评奖会场设在这里，助力

老陈醋文化的传播。 山西省关公文化研

究会名誉会长齐向明更关注老陈醋的

养生与保健，与郭俊陆董事长进行深度

交流。 期间，山西省关公文化研究会书

画院的王海滨、武华山、张慧兵等老师

进行了现场书写，留下了他们的墨宝和

深情厚意。

山西省关公文化研究会支部书记、

会长杨增武在总结本次调研活动时表

示：尽管时间很短，通过这次调研却收

获满满， 在这里等于上了五堂生动的

课：一是政治课，沿着总书记足迹，在东

湖老西醋园体验非遗文化； 二是技术

课，真正了解了醋的酿造工艺；三是文

化课，老陈醋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

涵盖餐饮、诗赋、养生等多个领域的历

史传承；四是艺术课，在这里不仅体验

到正宗的醋，更能体验到由醋而衍生的

食品之美、工艺之美、文化之美；五是践

行课， 在这个醋香四溢的优美环境里

学、思、践、悟，感受深，收获大。 最后，

他希望以醋为媒，加强交流，深入合作，

共同推动晋商文化、关公文化的融合与

发展。 (郁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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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融合”黄崖洞 好生态里好故事

黄崖洞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