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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贾巍丽

韩钧，原名韩永青，1912年出生于
新安县北冶镇。他幼年勤奋好学，青年
时代接触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青年时期，韩钧开始阅读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著作，在省立洛阳第四师范
就读期间，他还与同学组织“社会科
学研究会”，探讨救国真理。1929年，
韩钧被校方以“参与学潮”为名，开除
学籍。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怒潮席卷
全国，韩钧在家乡为抗日奔走呼号，屡
遭反动当局的追捕，于是前往北平，
以旁听生的名义住进中国大学公寓，
继续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后加入
共青团。

1932年，韩钧因参加学生游行被反
动军警逮捕入狱。经过一年多监狱斗

争的考验，光荣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6年，韩钧在党组织的营救下

出狱，之后来到山西继续开展斗争。
其间，阎锡山十分器重韩钧，曾多次拉
拢他，但均遭拒绝，阎锡山对他是又爱
又恨。

之后，韩钧又先后从事晋西北抗
日根据地建设、豫西抗日根据地开辟
等工作。

1944年，就在韩钧等人受命准备
从延安前往豫西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
召见。当得知干练的韩钧仅32岁时，
毛主席笑称“原来是个娃娃将军”。

1949年 1月，韩钧随叶剑英在北
平作战，并作为谈判代表参与北平和平
谈判。北平和平解放后，他担任中共北
平市委委员、市委秘书长兼军管会秘书
长。然而，因操劳过度，韩钧于同年4
月23日病逝，时年37岁。

□师睿 汪翔 文/图

“同学们，了解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
后，大家有什么感受呢？”

“没有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就没有
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少先队员，我
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把祖国建设得更加
强大……”

昨日，洛阳市大中小幼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2021年第二季度同上一堂课活
动在老城区政府会议中心举行。在老城
二小教师赵洁执教的“欢欢喜喜迎国庆”
思政课上，她通过“新中国成立我知道”

“国家象征我会认”“尊重国旗我会做”
“祝福祖国我会写”四个环节，让学生认
识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了解新时代祖
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果，引导学生学习
国旗、国徽和国歌的相关知识，增强学生
爱国之情。

当天，老城区汇文鼎城幼儿园张景、
洛阳市第五十中学任培、洛阳师范学院
杨正群三位老师，围绕“红旗飘飘话党
史”主题，进行了精彩的课堂展示。老师
们设计了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展示了
大量的图片、视频，大家同上一堂课，共
育爱国心。

老城区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宜
恺介绍，老城区各学校配强思政课教师，
创新思政课方式，广大思政课教师认真
授课，潜心育人，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给学生心灵埋下了真善美的
种子。

按照《洛阳市大中小幼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方案》要求，老城区教体局在全市
率先开展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践活动，
通过理念培训、教学实践、交流展示、研
讨提升等方式，探索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的有效途径。

我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充分彰显历史文化遗产时代价值

大遗址“走”上地面，为文化自信代言

“娃娃将军”韩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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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智慧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作为
十三朝古都，洛阳拥有丰厚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国都城遗址的杰出代
表。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大遗址保护力度，积极创新大遗址保护模式，坚持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原本叠压在地下的一个个遗址成为文化自信的“代言
人”，充分展示传承中华文脉的历史担当。

“晴阳晚照湿烟销，五凤楼（应天
门）高天泬（xuè）寥。”14日下午，短
视频创作者林琳身着汉服登上隋唐
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面对直播
镜头吟诵千年前白居易的名句。

在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
馆内，山西游客钟岳被眼前的“一门
三道”遗址深深震撼：“看到1000多
年前的城门墩台、门道，为我们的历
史感到自豪！”

除了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
物馆，在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
公园的天堂景点、明堂景点、定鼎门
遗址博物馆内，千年前的柱坑或城
门遗址都被保存了下来。“十三五”
以来，我市加快推进隋唐洛阳城等
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一个个项目

的顺利实施，让沉睡千年的历史文
化遗产真正从地下“走”上了地面。

二里头夏都遗址、偃师商城遗
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
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这些自夏
至唐的大规模遗存，见证着灿烂
的河洛文明，是中华五千年历史
的重要物证。

“十三五”以来，我市坚持保护
为主、规划先行，城市规划让路于大
遗址保护，主动把大遗址保护同旧
城改造、城市建设、利民惠民有机融
合，探索出持续发展大遗址保护的

“洛阳模式”，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
充分认可与肯定，更让文物的“灵
魂”传承永续，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
重要窗口。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
胡乐。”在刚刚建成的建春门里坊展
示路南侧，唐代诗人王建《凉州行》
中的场景被呈现在一面十几米长的
文化墙上，引来众多游客“打卡”、拍
照。沿建春门里坊展示路向西直走
再向北拐，就走上了隋唐洛阳城天
街辅路。这两条道路紧临正在建设
的天街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四期）项
目，未来将成为市民与外地游客前
往天街景区的重要通道。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

却无。”诗人韩愈笔下的天街，如今
已成为我市又一“网红打卡地”。

应天门3D投影秀、九洲池夜
游、古画《捣练图》情景复原秀……
在保护展示的基础上，我市深挖历
史文化遗产时代价值，借助科技、艺
术手段对其进行活化利用，将大遗
址打造为“超级文化IP”，吸引央视
戏曲春晚、央视中秋晚会、世界古
都论坛、最浓黄河情、唐“潮”音乐
季等一系列“国字头”文化活动相
继落地。

保护展示，让大遗址“走”上地面

深挖历史文化遗产时代价值

惠民利民，让传统文化浸润人心

目前，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
化公园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占
地1200亩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
已建成开放，偃师商城遗址保护展
示工程取得新进展，占地1900亩
的汉魏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基本建成……一个个遗址公园内
涵丰富、多姿多彩，是洛阳“古今辉
映，诗和远方”城市名片的生动注
解，也成为市民和外地游客休闲娱
乐的首选。

历史文化遗产维系民族精神，
民众是历史文化遗产真正的主人。
去年，我市出台《洛阳市加强文物保

护利用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
推动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多更好惠
及人民群众。

眼下，我市正从打造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加强文物价
值传播推广、加大不可移动文物保
护力度、健全社会参与机制等9个
方面入手，发挥文物资源优势，让文
物“活”起来，让文脉传下去。随着
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阐释不断
加强，跨界融合发展持续深入，传统
文化将进一步穿透历史、浸润人心，
激发起磅礴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向
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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