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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件革命文
物，一个个红色收藏
馆，就是一堂堂生动
的党史课。记者采
访 中 了 解 到 ，民 间
红色收藏馆能够创
建起来十分不易，长
期 经 营 更 加 不易。
近年来，宁夏各地文
化部门纷纷对这些
民间红色收藏馆伸
出援手，助其蓬勃发
展。盐池县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研究挖
掘 ，合 法 收 藏 可 移
动红色资源，指导建
立红色收藏文化大
院6家。

2019 年，盐池县
出台鼓励政策，支持
文化大院和利用古
城墙公共设施进行
免费开放，目前已将
盐池县张军红色记忆展览
馆、盐池县弘明艺红色民俗展
览馆、青山乡猫头梁村陈旭红
色文化大院等列入奖补范围，
两年内累计奖补 36.1 万元。
同时加大对盐池古城墙上面
空置城楼的利用，建设成为
具有民俗特色的文化大院
十余家，进行免费指导，给
予一定的人力财力支持，供
游客全方位、全时参观。

固原李存吉文化大院
开办以来，周边 10 多个村的
文化团队经常来大院开展
文化活动，一些单位还专门
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教育活
动，武警宁夏总队固原支队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在文
化大院挂牌。李存吉还先
后被原州区文旅广电局选
派到银川艺术学院、湖南韶
山干部培训学院学习。

如今，各级党委、政府
的重视与支持，群众的热
爱，激励着我区的红色收藏
馆在民间扎下根来，蓬勃发
展。一件件散发着生活气
息的红色文物将红色历史
变成百姓身边的故事，让红
色文化得到更为广泛的传
播与更加深入的传承。保
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
文物，就是传承我们党绵延
百年的精神根脉，守护弥足
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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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夏高度重视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弘扬和开发利用，加强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内涵、用心用情用力做好
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管理利用。在宁夏民间，也有许多由群众自发创办的红色收藏馆，收藏着各式各样来自民间的红色
文物，其中不乏“镇馆之宝”，它们以百姓视角“讲述”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记忆活起来。

“收集党报是对党的历史的
回顾，让更多人对党史有深刻
了解，倍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
活……”在位于贺兰县宁浙电商
产业园的宁夏红色收藏馆，记者
见到了因收集“红色”物件成痴
的“红色收藏家”张宏。刊登宁
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消息的 1958
年 10 月 26 日出版的《宁夏日
报》；刊发我国发射核武器试验
成功消息的 1966年 10月 28日的
《宁夏日报》号外等藏品……都
是张宏心里的镇馆之宝。

张宏的红色收藏馆展出了
各种承载历史记忆的史料、票
证、奖章、照片、瓷器、雕塑等红
色藏品 3万余件。说起每件藏品
的故事，他脸上写满骄傲。对于
张宏的爱好，妻子杨世娴从无奈
到支持，“在北京，他为了买下红

色文物，甚至借钱去买。”夫妻俩
在 30余年间走遍全国各地，花费
数百万元收藏的红色藏品目前
已升值不少，有同行想以不菲价
格收购，但张宏始终不愿将这些
宝贝作为商品出售。

2019年 10月，在贺兰县的大
力支持下，张宏的 3 万余件藏品
正式在宁浙电商产业园免费展出，
并命名为“宁夏红色收藏馆”。

“我们想把这些东西传承下
去，让年轻人了解历史，不忘我
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张宏说。在红色收藏馆，夫妻俩
为参观者免费讲解，每天早上9点
到下午 5 点从未间断，近 4 年时
间有超过10万人次参观。

“红色收藏值得做一辈子！”
张宏像战士坚守阵地一样坚守
着他的信仰。

在宁夏众多民间红色收藏馆中，有许
多是以具体英雄人物或某一主题为核心
打造的，呈现的红色历史更加生动具体，
更容易打动人心。

“雷锋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是这辆我
们国家生产的第一批解放牌汽车。”在贺
兰县的银川市雷锋纪念馆，张富泉告诉记
者，1956年 7月 13日，我国第一辆解放牌
汽车试制成功，结束了我国不能批量制造
汽车的历史。作为一名“解放牌”时代的
汽车兵，雷锋俯身擦拭解放牌汽车的照
片，成为雷锋照片中最经典、流传最广的
照片之一，既展示了雷锋汽车兵的职业特
征，也反映了雷锋爱党爱国的内心世界。
2019年，得知外地一位摩托车藏友有这样
一辆解放牌汽车，张富泉当即筹钱赶往这
位摩友家，花高价收下了这辆车。

其实，筹建银川市雷锋纪念馆，源于
张富泉的一颗公益心。

张富泉夫妻俩 1998 年到银川，经过
多年打拼，他们在银川买了房、扎了根。

2010年，张富泉在朋友邀请下，资助了 10
名贫困学生，开始了公益之路。随后，张
富泉成立了宁夏“逆行者”民间救援队。
一次，他作为优秀志愿者到北京领奖，认
识了雷锋的战友乔安山等人，于是萌生了
建雷锋纪念馆的想法。

2017年，张富泉夫妻到各地参观雷锋
纪念馆、拜访雷锋的战友、工友，对雷锋精
神有了更深了解。回来后他们卖掉了一
套房，凑了 40多万元，在贺兰县租了一处
380平方米的闲置厂房。2017年 12月，银
川市雷锋纪念馆免费开放。“第一年，我们
就接待了区内外 6 万多人次参观。”张富
泉高兴地说。

2019年，贺兰县政府协调提供了2000
多平方米的免费场地，并提供资金 200万
元，张富泉夫妻自筹 110 万元，雷锋纪念
馆迁址并升级，成为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在
西北设立的唯一一座流动展馆，展出了许
多珍贵的影像、文献、报纸、物件等资料。
第二年，纪念馆接待的参观者达6.8万人次。

在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寇庄村的“李
存吉红色文化大院”，一件特别的军大衣
被陈列在展厅里，无声地诉说着背后的沧
桑往事。

“这是东北抗日联军一位营长穿过的
军大衣，里面加了羊羔毛保暖，是我三叔
父从东北带回来的，非常有纪念意义。”年
近 70岁的李存吉老人向记者介绍着他收
藏的“镇馆之宝”。1935 年 10 月，李存吉
的三叔父李福祥参加了红军运送伤员小
分队，抬担架运送伤员，后来又远赴东北
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1946年，李福祥回
到固原，带回这件军大衣，说是东北抗联的
一位营长送给他的。这件大衣从血与火的
峥嵘岁月中一路走来，见证和承载着革命
军人舍生忘死、保卫人民的大义大爱，李存
吉老人对这件军大衣视若珍宝，每每看到
它，就仿佛又看到自己叔父经历的那段南征
北战的岁月。记者了解到，李存吉家族三
代人有 6 位是革命军人。除了三叔父李
福祥参加了红军和东北抗联，李存吉的大
哥李存智是革命烈士，五叔父李福禄参加
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两个侄子和儿子李
甲明都在部队锻炼成长……这让李存吉

打小就有了浓浓的“红色情结”。
“李存吉红色文化大院”里的红色藏

品，以红色革命历史文献、文物为主题，集
4个红色文物展馆、2个非遗展馆、1个书
画展馆和 1个农耕展馆于一体，收藏各类
文物 2万多件，建筑面积 1200多平方米，
目前已成为固原市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和
青少年爱国教育基地。

家庭贫困的李存吉从小没上过学，20多
岁时远赴新疆，挖过煤、当过搬运工。1996
年，李存吉去延安目睹了当地红色旅游的发
展，给了他很大触动。之后，李存吉做起了
古玩生意，同时也开始了红色革命文物及文
献的收藏之路。“小到一枚胸章、大到一口行
军锅，为了收藏这些红色文物，我不知道走
过多少地方，跑过多少路。”李存吉说。

从 2002 年开始，李存吉先后为宁夏
博物馆、固原博物馆、六盘山红军长征纪
念馆等单位捐赠红色革命和历史文物
1300 多件。2015 年，李存吉萌生了创办
文化大院的想法，历时 1 年多时间，在自
家院子里建起了陈列室，将所收藏的红色
革命文物进行展出。目前，文化大院免费
接待参观者近7万人次。

不同于公办博物馆那般气势恢宏，位
于银川市兴庆区银古路街道办事处的民
间红色收藏馆陈列的藏品生活气息颇浓，
更贴近百姓生活。

因为一家四代人都是军人，受此影响，
18岁的房宝平于1997年入伍。一个周末，
他逛街时在一个旧书摊发现一本1989年编
写的《黄埔军校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学会通讯
录》。津贴只有34元的房宝平当即花10元
买了下来，也开启了长达26年的收藏之路。

房宝平的红色藏品达 1万余件，包括
徽章、照片、老物件、图片、报纸，其中，最
让房宝平花费心思的藏品，也可以说是
镇馆之宝，是一枚重达 10余公斤的“中国
共青团”的徽章。“当时，我在朋友圈看到

有人晒这个徽章，立刻动心了。”房宝平找
到这位朋友，一次次上门“求宝”，最终用
一枚珍藏的国徽让这位朋友动心与他交
换。“这枚共青团徽章，是纯铜打造，非常
罕见，很重也很珍贵。”

2020年，银古路街道办事处想打造一
处红色文化展览馆，房宝平主动将所有藏
品免费展出。展品有群众一针一线绣出
来的毛泽东主席画像，有老党员绣在窗纱
上的《清平乐·六盘山》，记载宁夏成立的
《人民日报》，还有我区企业生产的双凤牌
洗衣机，以及战争时期的背包、水杯、手榴
弹等。

截至目前，已有 1万余名党员干部和
群众来红色文化展览馆参观。

宁夏红色收藏场馆：

让红色记忆 起来
本报记者 强永利 张 涛 刘惠媛 马 忠 杨 超 马照刚 陈 思 文/图

人们在这里寻找“雷锋”

李存吉老人的“红色情结”

社区里的红色文化地标

春节期间，银川小朋友参观银古路街道
办事处红色文化展览馆。

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李存吉红色文化大院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李存吉红色文化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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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展览馆的“镇馆之宝”——

重达10余公斤的“中国共青团”徽章。

↑ 宁夏红色收藏馆收藏的1966年我国发射核武器
试验成功《宁夏日报》号外。

↗ 盐池县红色记忆展览馆的“镇馆之宝”——
《新华月报》1949年创刊号合订本。

李存吉红色大院的“镇馆之宝”——东北
抗日联军的军大衣。

在盐池县，有一座远近闻名
的红色记忆展览馆，馆里收藏着
各类实物6000多件。

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宣传传
单、盐池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惠庆
祺的日记本、1949年盐池解放的
老报纸……说起这些“宝贝”，盐
池县红色记忆展览馆馆长张军
如数家珍。

“这都是我的镇馆之宝，但
我 觉 得 最 珍 贵 的 还 是 这 套
1949—1959 年的《新华月报》。”
这是张军在 2018 年通过朋友介
绍，从北京某图书馆一个退休老
馆长那里收来的。据老馆长说，
这套《新华月报》是 2002 年图书
馆当作废纸处理，他就收集回来
了。《新华月报》是中国共产党的
机关刊物，1949 年 11 月创刊问
世，肩负着刊载党和国家重要文
献和国内外重大事件报道的使
命，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辉煌
而生动的历史，堪称为一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其内容丰富，涉
及面广，资料性强。张军说，能
收集这么全的已经很难了，宁夏
大学以及外地一些大学的教授
经常来展馆通过《新华月报》查
阅资料。

张军创办的红色记忆展览
馆，位于盐池县城墙北城楼，全
年免费对外开放。展览馆一楼
为民俗年画展，收藏了革命老区
人民生活用品和改革开放 40 多

年来的年画 400 多张，民国至改
革开放时期生活用具、通信工
具、票据等实物 3000多件。二楼
为红色文化展，有 2600多件红色
藏品，是人们了解盐池革命老区
红色文化，缅怀革命先烈，铭记
历史的窗口。

张军告诉记者，1997 年，他
在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做百货生
意，一次在集市地摊上看见一枚
毛泽东像章，当即买了下来，并
开始了红色收藏之旅。“收藏‘红
色藏品’是一种责任，它们见证
了一段段革命历史，是历史留下
的精神财富。”张军说。

2016年，在盐池县的大力支
持下，张军个人投资近 500万元，
创办了盐池县红色记忆展览馆，
展馆开办至今，免费接待全国各
地参观者达20余万人。“今年春节
期间，每天参观的人流量在5000人
至1万人左右。”张军告诉记者。

创建展馆之后，如何利用自
己的收藏讲好红色故事，成了张
军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此，
他牵头成立了盐池县红色文化
收藏协会，联合盐池县博物馆举
办红色文化进校园、部队和社区
巡展。还先后为延安革命纪念
馆、井冈山革命纪念馆、古田革
命纪念馆、遵义革命纪念馆捐献
珍贵文献资料及实物，并被周边
不少县、市及机关单位列为红色
教育基地。

红色收藏值得做一辈子

革命老区的红色见证
雷锋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中国生产

的第一批解放牌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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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物说话用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让历史发声。。随随着我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着我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各类民间收藏馆不断各类民间收藏馆不断涌现涌现，，私人藏品从私人藏品从““孤芳孤芳
自赏自赏””走进大众视野走进大众视野，，这些收藏这些收藏馆馆，，以其丰富的藏品以其丰富的藏品，，荟萃民荟萃民间瑰宝间瑰宝，，以个性的视野以个性的视野，，拾掇文化碎片拾掇文化碎片、、唤起文化唤起文化
记忆记忆、、丰富历史细节丰富历史细节，，形成与公形成与公立博物馆交相辉映的生动景象立博物馆交相辉映的生动景象。。为此为此，，本报策划推出本报策划推出《《探探宝觅踪宝觅踪 宁夏民间宁夏民间
收藏馆收藏馆》》系列独家报道系列独家报道，，一同探寻珍藏于宁夏大地的民间文化宝藏与包罗万象的文化内涵一同探寻珍藏于宁夏大地的民间文化宝藏与包罗万象的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