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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发现革命遗址

保护程度参差不齐。从革命遗址

的保护级别看，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状况较好，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部分保护尚好，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和未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整体保护状

况较差。

  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

红色文化遗址作为一种特殊

的文化遗存，不仅有着明显的教

育功能和社会意义，也有着强烈

的历史、政治色彩，加强对这些

遗址的保护，不仅是文化责任，

也是历史使命。面对革命遗址的

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应该如

何解决？

赵岩社教授表示，一要坚持

科学规划。明确革命遗址保护范

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清理保护范

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危害文物安

全、文物历史风貌的设施。二要

多渠道增加经费投入。革命遗址

所在地大部分为山区、老区，当

地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财政实力

不够、维修资金不足等因素一直

制约着革命遗址的保护。

对革命遗址的保护，云南也

在探索新的路径。云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先后制定《云南省革命遗

址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云南省革命遗

址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云

南省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保

护利用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等。

有些地方也在复制成功

经验，探索一些保护革命遗

址的可行模式。王复生、王

德三烈士故居的保护就提供

了可供参考的范例。王复生、

王德三烈士故居位于祥云县

刘厂镇王家庄村委会王家庄

村，建于清光绪年间，为传

统土木结构的民居院落。故

居是“一门三英烈”王复生、

王德三和王馨廷兄弟三人出

生和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

的地方。从 2011 年开始，云

南省每年安排革命遗址和纪

念设施保护利用补助专项资

金，对王复生、王德三烈士

故居等革命遗址开展抢救保

护和开发利用工作。祥云县

实施“红色传承”建设项目，

对烈士故居进行彻底整修，

恢复故居原貌，整治周边环

境。“ 通 过 修 缮， 王 复 生、

王德三烈士故居已成为省、

州、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云南省红色旅游景点之一，

吸引着大量人员到故居参观学

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王

复生、王德三烈士故居工作人

员表示。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

保护好、利用好革命遗址，使

云南革命遗址真正‘活起来’，

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代代

相传，为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凝聚

强大力量。”云南省党史研究

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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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在西双版纳解放纪念碑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