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 :甘肃省临夏市红园路 42 号 订阅处 :各邮政局（所 )及营业网点订阅 报纸投递服务电话：18909301585 承印单位：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

胡廷珍烈士纪念馆充分发
挥爱国主义教育主阵地作用，
立足自身实际，用好用活红色
资源，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红色文化宣传教育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
打造红色平台

紧紧围绕爱国主义教育和
红色文化宣传，以讲好党史和
胡廷珍烈士的革命事迹为职
责，热情接待省内外各级机关、
企事业单位及驻临部队等社会
各界群众参观瞻仰，接受革命
精神洗礼。设计印制胡廷珍烈
士纪念馆宣传册和文创产品，
赠送给前来参观学习的各类团
体。精选红色影片，制作专题
片，在纪念馆放映厅滚动播放，
积极组织前来参观瞻仰的人员
观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学生及社会各界群众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加强青少年
思想道德教育，与临夏市青少
年校外活动中心、临夏市王坪
小学、临夏县漫路初级中学等
21所州内中小学和活动中心签
订了馆校合作协议，热情接待
兄弟县市各学校开展研学活
动。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
陈展，每年根据各类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和临夏市发展现状，
对馆内今朝临夏板块和部分展
板进行提升改造，纪念馆成为
临夏市乃至全州全省党员干部
接受党史学习教育的“报到
地”，也成为广大群众接受红色
文化洗礼的“打卡点”。

弘扬红色文化
创新宣教形式

充分利用临夏市唯一红色
纪念馆的资源优势，用好用活
红色资源，创新宣教方式，采取
迎进来、走出去的工作方式，在
做好对前来参观人员讲解服务
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红色文化
进校园、进军营、进企业、进村
（社）、进文化广场等宣讲活
动。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到北
京、广州、新疆等烈士生活和战
斗过的地方寻访烈士足迹，到
张掖高台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
军纪念馆、哈达铺红军长征纪
念馆、南梁革命纪念馆、两当兵
变纪念馆等省内红色纪念馆开
展馆际交流，学习先进纪念馆
在布展方式、宣传形式、管理经
验及挖掘红色资源方面的先进
经验，推动纪念馆工作再上新
台阶。

利用新媒体平台
打造线上宣传阵地

为更好发挥主阵地作用，
扩大宣传面，不断丰富胡廷珍
烈士纪念馆微信公众号、微信
视频号、抖音等新媒体宣传内
容，定期发布胡廷珍烈士的革
命事迹和纪念馆工作动态，转
载临夏籍红色人物事迹；开发
了 VR 全景展示，可以在网上
浏览胡廷珍烈士纪念馆陈展内
容、并聆听各位讲解员不同风
格的讲解；在全市中小学开展
线上《爱国主义教育主题课进
校园》活动，在每年清明节期
间，开展《年年清明节 岁岁祭
忠魂》活动，与临夏市老干部服
务中心联合开展了线上《革命
往事》征文活动，举办了《红色
家书诵读》活动；与临夏市融媒
体中心共同完成了向人生宣誓
《临夏正能量》拍摄工作和《老
王讲故事》栏目，共播出胡廷珍
烈士革命事迹 24 期；制作胡廷
珍烈士革命事迹宣传片长视频
1集、短视频 11条，在微信公众
平台定期发布，扩大对外宣传，
积极打造线上学习宣传阵地。

挖掘红色资源
丰富宣传内容

组织工作人员到庆阳宁县
王孝锡故居，走访王孝锡烈士
后裔及当地党史专家，搜集胡
廷珍烈士相关资料和遗作，通
过走访，征集到烈士遗留画作
《梅》《兰》《竹》《菊》四条屏和中

堂《神鹰独立》共 5 幅，上报省
文物局鉴定，经鉴定为二级珍
贵可移动文物，丰富了馆藏内
容。组织相关人员到兰州大学
档案馆查阅搜集胡廷珍烈士在
兰州大学求学期间的相关资
料，并与校方相关部门交流座
谈，搜集到胡廷珍烈士在兰州
大学求学期间的成绩单和修
业证明，进一步完善了纪念馆
的 馆 藏 资 料 和 红 色 教 育 素
材。从党史资料、党报党刊及
各类新媒体平台上收集到《胡
廷珍井内藏身记》《兰州大学
第一份通知书》《雪地上的那一
抹鲜红》等关于胡廷珍烈士的
故事，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展
了以“铭记红色历史 传承红
色基因”为主题的红色故事演
讲活动，教育引导干部职工缅
怀先烈，铭记历史。组织工作

人员从《甘肃党史》《临夏文史
资料》《临夏文艺》等刊物和党
史专家手中搜集胡廷珍烈士关
联人物、诗集等资料进行整理，
认真编纂撰写完《碧血丹心—
胡廷珍烈士事迹录》，供内部交
流学习。

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服务水平

为不断完善纪念馆基础
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对塑像
园进祭道路进行维修改造，在
馆内外和烈士塑像园安装了
监控设备、微型消防站，并设
立了游客服务中心，购置自动
饮水机、手机充电宝等设施，
为前来参观学习的各类团体
和各界群众提供了优质便捷
的服务。

胡廷珍，生于 1902年，是中国共产
党在甘肃的早期杰出领导人，优秀的
共产党员。1919年，考入兰州法政专
门学校（现为兰州大学）攻读。1921
年，赴北平朝阳大学（现中国人民大
学）求学。1924年，胡廷珍在李大钊同
志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甘
肃早期的中共党员。

1926年，南下广州到黄埔军校任政
治教官，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
工作。1926年6月，参加了毛泽东同志
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
所。1926年底，从广州来到西安，在“国
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
坚同志领导下工作。1927年3月，受刘
伯坚、邓小平派遣，以国民党“西北政治
委员会特派甘肃省党务委员”身份来到
兰州，开展党在甘肃的工作，并组建了
中共兰州特支，胡廷珍任书记。

1927年 4月，胡廷珍以国民党特派
员身份到临夏视察工作，指导建立了

“中共导河特别支部”“导河青年社”
等，使临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甘肃进
行早期革命活动的三个地区之一。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4月 28日，奉系军阀张作
霖杀害了李大钊同志。噩耗传来，胡

廷珍领导临夏各族群众 600多人在东
关庙广场举行追悼大会，号召家乡人
民继承和发扬李大钊烈士的革命精
神，把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

1927年秋，导河县（今临夏市）反
动当局没收胡廷珍家产，并出动军警，
日夜搜捕胡廷珍，使他在家乡无法安
身，辗转到华亭等地开展斗争。

1929年春，胡廷珍化名何文，转移
到永靖、永登和青海省循化、保安等地
活动，在保安组织农民暴动，但因敌我
力量悬殊及反动当局的疯狂反扑，最
终失败。

1930 年 2 月，胡廷珍远赴甘肃张
掖、新疆，继续进行党的革命活动。

1933年 3月，在新疆绥来县（今玛
纳斯县）被反动当局杀害，时年 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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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廷珍烈士纪念馆坐落在风景秀
丽的东郊公园内，占地面积约 10亩，
纪念馆由塑像园和展馆两部分组成，
展馆分为少年廷珍、法政学潮、坚信马
列、声讨列强、投身北伐、陇原播火、重
振旗鼓、艰苦兵运、血铸丰碑、今朝临
夏及建馆史等多个展区，通过图文展
板、实物展品，情景模拟、声光电等多
种展示手法，再现了烈士跌宕起伏、充
满传奇色彩的战斗经历，展现了胡廷
珍烈士光辉而短暂的革命历程。

为继承和弘扬胡廷珍烈士的革命
精神，临夏州、市党委政府于 1993年 6
月30日，在东郊公园修建了胡廷珍烈士
纪念碑；2000年11月23日，在东郊公园
内建成胡廷珍烈士塑像园；2013年7月，
临夏州、市党委政府决定修建胡廷珍烈

士纪念馆，2013年11月开工建设，2014
年4月建成开馆并向社会免费开放。馆
内现有珍贵可移动文物16件，其中二级
文物5件：《梅》《兰》《竹》《菊》4幅条屏和
1幅中堂《神鹰独立》，三级文物9件：砚
台、黄釉笔洗、墨盒、油灯、牛皮手提箱、
故居大门、八仙桌、剃须刀、酱釉笔洗，
一般文物2件：算盘、瓢（pia）子。年均接
待量达15万人次以上，纪念馆为缅怀革
命先烈，加强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
和党性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

目前，纪念馆先后被命名为省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共甘肃省党史教育
基地、武警甘肃省总队红色教育基地、
兰州大学师德涵育基地、临夏州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基地、临夏市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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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胡廷珍烈士纪念馆供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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