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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济宁市红色文化主题月主场活动隆重启动

让革命文物让革命文物活活起来起来 文旅融合文旅融合火火起来起来

济宁市红色文化主题月济宁市红色文化主题月红色旅游红色旅游++综合游线综合游线

该游线串联革命文物点为：将军渡（梁

山）——独山抗日歼灭战遗址（梁山）—济宁毛泽

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任城）—羊山战斗纪念

地（金乡）—王杰纪念馆（金乡）—微山铁道游击

队队部旧址（微山）

推荐理由：1939年，八路军115师在梁山打
响独山抗日歼灭战，全歼日军1个大队及伪军，
获“模范歼灭战”赞誉。1947年6月30日，刘邓
大军十万将士在梁山将军渡强渡黄河，开启解放
战争战略反攻。此外，该线路还串联济宁毛泽东
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羊山战斗纪念地、王杰纪
念馆、微山铁道游击队队部旧址，串联运河与红
色记忆。

这条游线沿大运河串联起梁山、任城、金乡、
微山等地的红色景点，适合钟情红色历史、追寻
运河文化的游客。

综合游线一

沿大运河追忆红色文化

该游线串联革命文物点为：济宁毛泽东思想胜利

万岁展览馆（任城）—崔家大院（崔院村革命纪念地，太

白湖新区）—兖州毛泽东思想胜利展览馆（兖州）—鲁

南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部旧址（邹城）—曲阜师范学校

旧址（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旧址，曲阜）—朱总司令召开

军事会议会址（曲阜）—中共曲泗工作委员会旧址暨钱

杰东烈士故居（泗水）—张家庄换新天渡槽（泗水）。

推荐理由：从济宁城区出发，经崔家大院、鲁南人
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部旧址，感受地方抗战历史。曲阜
师范学校旧址承载教育与革命双重历史，朱总司令召
开军事会议会址见证重要决策时刻。中共曲泗工委
旧址、张家庄换新天渡槽等景点，展现先辈奋斗精神
与建设成果。

泗河流域是儒家文化发源地之一。此游线以泗
河为脉络，适合深入探寻泗河流域红色印记的游客。

综合游线二

沿泗河寻觅红色印记

该游线串联革命文物点为：济宁市烈士陵园（任

城）—济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任城）—兖

州毛泽东思想胜利展览馆（兖州）—崔家大院（崔院

村革命纪念地，太白湖新区）——双庆扬水站（邹

城）—前楼曙光渠（邹城）—土旺防空洞（邹城）—张

家庄换新天渡槽（泗水）—梁公林提水站（曲阜）

推荐理由：该游线从济宁市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后，经崔家大院，领略邹城双庆扬水站、前楼曙光渠
等水利建设成果，土旺防空洞展现国防建设。曲阜
梁公林提水站、泗水张家庄换新天渡槽，搭配两地
毛泽东思想胜利展览馆，重现建设时期奋斗风貌。

此游线聚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过众多建设
时期的遗迹，展现了当时的建设成果与精神风貌，
适合对建设时期历史、水利工程等感兴趣的游客。

综合游线四

目睹建设时期风采

该游线串联革命文物点为：邹城博物馆（邹城）—

鲁南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部旧址（邹城）—济宁市博物

馆（任城）——兖州博物馆（兖州）—汶上县中都博物馆

（汶上）——嘉祥县烈士陵园（嘉祥）—羊山战斗纪念地

（金乡）—王杰纪念馆・王杰旅游特色村（金乡）—鱼台

县随海惨案纪念馆—周堂地道战遗址（鱼台）。

推荐理由：该游线以邹城市博物馆为起点，串联
多地博物馆与纪念地。鲁南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部
旧址见证抗日武装发展，羊山战斗纪念地铭刻解放
战争关键战役，王杰纪念馆传承“两不怕”精神，鱼台
随海惨案纪念馆、周堂地道战遗址记录苦难与抗争，
铭记烈士足迹。

此游线一路探寻多地烈士战斗足迹，适合缅怀先
烈、追寻烈士战斗历程的游客。

综合游线三

找寻烈士战斗足迹

文化济宁·传承红色基因 赋能文旅发展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根
据《山东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规定，每年7月为红色文化主题
月。2025济宁市红色文化主题月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为主题，将推出特色展览、红色旅游、红色研学等红色文化
主题活动，营造爱国爱党的浓厚社会氛围。

主场活动上，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济宁市革命文物系列
短视频和济宁市红色文化主题线路”，邹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邹
城市革命文物系列视频暨邹城·红色印迹主题线路”。通过视频宣传
与线路串联，打造红色资源更强的体验感。

“当前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仍面临全民保护意识待强化、创新
不足、专业人才短缺等挑战。”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三级调研员张兴春
呼吁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契
机，凝聚社会力量，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为文旅高质量发
展和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并正式宣布主题月活动启动。

随后，全体人员参观十八盘山党性教育基地，在实物与史料中感
悟革命初心。在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前，大家驻足凝视。斑驳的冲
锋号仿佛仍在回响着战斗的号角，磨损的军背包上依稀可见行军路上
的风霜，一枚枚纪念章在岁月沉淀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通过这种沉
浸式、场景化的红色教育体验，让革命文物真正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

“活教材”。

推出革命文物视频 发布红色文化主题线路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这些实物与史料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的奋斗历
程，让我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刻感悟到共产党人的初心
与使命。”张女士告诉记者。7月4日，邹城市田黄镇十八
盘山党性教育基地洋溢着庄重而热烈的氛围，2025年济
宁市红色文化主题月主场活动在此盛大启幕。

本次活动由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济宁市委党史研
究院、邹城市人民政府主办，以“传承红色基因，赋能文旅
发展”为核心，汇聚多方力量共谱红色文化发展新篇章。

“通过举办2025年济宁市红色文化主题月活动，推动红色文化
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更具影响力的红色文化品牌。”邹城市政
府副市长布方锋说。

济宁作为充满红色记忆的热土，自1922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王尽美在曲阜播撒革命火种起，便开启了光辉的革命斗争历程。
1926年中共曲阜二师支部诞生，抗日战争时期湖西、尼山抗日根据
地创建，铁道游击队英勇事迹传颂至今，羊山战斗更在革命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济宁拥有75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这些承载着党和人民
奋斗历史的“精神芯片”，兼具历史、艺术、社会与文化价值，更成为
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近年来，济宁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方面成效显著：实施多项保护利用工程，探索让文物“活起来”的路
径，积极申报国家及省级项目，革命文物相关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其
中，邹城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数量居全市第一，其成立红色文化工作
组、入选国家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的实践，成为全市保护利
用工作的标杆。

红色是济宁最厚重的底色，红色精神是驱动发展的最强引擎。
此次主题月活动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动员。通过整
合红色资源、创新传播方式，济宁正推动红色文化从“静态保护”向

“活态传承”转型，让革命文物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名片”、城市发展
的“精神坐标”。

据悉，主题月活动期间，济宁市各县市区将同步开展红色文物展
陈、主题宣讲、研学体验等系列活动，持续放大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让红色基因在齐鲁大地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整合红色资源 推动红色文化活态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