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

革命遗址。这些遗址有的也称旧址、旧居、故居、史迹、遗存、胜迹等等。它们包括党的

重要机构旧址；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活动地；重要事件、重大战役战斗遗址；具

有重要影响的革命烈士事迹发生地或墓地等，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内容涉及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类纪念馆、展览馆等纪念设施，以及能够反映革命时期党的重要

历史活动、进程、思想、文化的各种遗迹等等。

这些革命遗址，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

奋斗的光辉历程，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一往无前、敢

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见证，是宝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是中

华民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独特的文化遗存。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重要的革命遗址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利用和开发，一些新

的缅怀革命历史的纪念设施也陆续建立起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重要基地。但是，全国各地到底有多少革命遗址？分布在哪些地方？保护利用得怎么

样？现状如何？这些底数还不是很清楚、很完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更好地保护、

利用和开发革命遗址，迫切需要对全国的革命遗址进行一次全面、深入、准确的普查。

开展革命遗址普查，是党史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认真挖

掘、整理和研究党史资源的重要途径。通过普查，全面了解各地丰富的党史资源，掌握

各地革命遗址的基本情况及其生存状态，不仅有助于党史研究的深化和党史宣传教

育的开展，而且还将为准确判断革命遗址保护形势、科学制定革命遗址保护利用政策

提供依据。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对于进一步继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培

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于建设和

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服务全国红色旅游，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史部门，是党的历史的研究机构，又是主管党史业务的工作部门。做好革命遗

址普查和保护工作，是党史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200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 2006—2010 年工作规划》（中办发〔2006〕23 号文件），明确把开展革

命遗址普查作为党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中央党史研究室制订规划，指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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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工作部门对本地区革命遗址进行一轮普查，掌握现状，向同级党委、政府或有关

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对重要革命遗址特别是濒危遗址加强保护、酌情合理开发利

用；对保护措施不力的要督促整改。

2006 年 9 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传达贯彻中办发

23 号文件精神。此前，个别省区市做过一些革命遗址调查工作。此后，各地党史部门普

遍将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列入了工作规划。在 2007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党史研究

室主任会议上，确定在革命遗址数量多、类型多、范围广的江西省开展试点，取得经验

后，再在全国推开。2008 年 6 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向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下发了革命

遗址普查试点工作通知和方案。自此，革命遗址普查工作正式启动。2009 年 6 月，江西

省试点工作圆满结束，为全国普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2009 年 11 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江西南昌召开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会议，总

结江西试点的经验，就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做出具体规定，并要求利用媒体大力宣

传普查工作，使加强革命遗址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会议印发的《全国革命遗址普查

工作实施方案》，规定了革命遗址普查的范围和具体内容、组织机构和职责、普查方法

和要求、普查时间与实施步骤，以及普查成果的提交和普查成果的保存利用等。此次

会议之后，全国各级党史部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迅速落实专项经费，进行

工作部署，使普查工作在全国迅速推开。

2010 年，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发

〔2010〕10 号文件），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中央 10 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党史遗址

保护，搞好纪念场馆建设，组织开展党史遗址普查，重点摸清革命遗址底数，同时注重

调查党史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 年 11 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广西南宁召开全

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中央 10 号文件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检查

各地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对下一阶段工作，特别是提交普查成果和编辑出版《全国革

命遗址普查成果丛书》做出了具体部署。会议要求全体普查人员深入学习中央 10 号

文件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各项任务。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组织、指导、推动下，在各地党委政府的重视、领导和支持

下，在全国党史部门的广泛参与下，全国的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广泛展开，深入推进，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

这次革命遗址普查，我们把它界定为对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所有新民主主义

革命遗址的普查。1949 年之后的党史遗址、旧址等等，内容、范围非常广泛，也非常复

杂，暂时难以准确界定，所以不在本次普查范围之内。遗址普查的具体内容包括，每处

革命遗址的名称、地址、面积、建筑样式及材质、形成时间、利用时间等基本情况；遗址

本体的历史由来、使用状况、保存状况、陈列物品情况；遗址使用管理的所有权属、经

费来源、工作人员状况；遗址周围的环境状况（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信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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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此外，一些已被损坏的不复存在的重大遗址、遗迹也在普查

之列。普查工作以县（区）为基本单元，实行全面普查与重点调研相结合的方法。为保

证普查成果的真实、完整和科学，要求采取实地调查与档案资料、图书资料、报刊资

料、口述资料等互证的办法，对每处遗址的相关信息严格核实，力求准确无误，确保普

查资料、信息登记、统计汇总等各个环节有依有据。革命遗址普查工作是一项十分艰

苦繁杂的工作。普查人员需要熟悉统一的规范和要求，填写普查登记表，撰写革命遗

址的历史背景，搜集历史图片，拍摄现状图片等。为了保证普查成果的质量和数据的

准确无误，普查人员要亲自到每个遗址去进行测量、登记，还要走访当事人，深入档案

资料馆，搜集资料，核实该遗址的来龙去脉。在一些条件艰苦的地方，特别是山区，普

查人员只能靠双腿走进深山老林，在酷暑严寒中跋涉登攀，经常只能吃方便食品。全

体普查人员以党史工作者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排除万难，辛勤工作，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保证普查成果的质量和水平，为普查工作的顺利完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经过全国 2 万余普查人员的共同努力，普查工作已经顺利结束，普查成果已经全

部提交中央党史研究室。通过普查，基本摸清了全国革命遗址的底数，掌握了全国党

史资源的分布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普查登记革命遗址近 5 万处，相关联的其

他遗址 5000 余处。其中新发现了许多革命遗址和相关资料，填补了历史空白。如山西

省共普查出 3400 余处革命遗址，是以前掌握数据的一倍多；安徽省新发现 300 多处。

通过普查，还锻炼了全国的党史队伍，培养了党史工作者艰苦奋斗、严谨科学的精神。

为了使普查所得到的成果永久保存，使每个遗址所记载的历史信息能够留传后

世，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党史部门汇总普查成果，统一编纂了《全国革命遗址普

查成果丛书》。全部丛书共 31 卷、约 150 册。其中，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全国重要革命遗址通览》作为第一卷。其余 30 卷由各省区市党史部门负责编辑，每

卷都包括若干分册。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中全国党史部门意见，制定了统一的编写形

式、内容要求、目录编排、印制规范、装帧设计、质量标准和各种技术要求等严密细致

的编辑规范。每一卷、每一册都要按统一的规范要求进行编辑。2011 年 11 月上旬，中

央党史研究室专门召开了统一的审稿会，组织各省区市党史部门和有关专家进行自

审、互审、专家审，统一对编辑规范的理解和把握。各省区市也相应组织了本地的统稿

会。整个工作有序进行，力求使整个丛书达到较高的质量标准。

党史部门的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与全国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央党史研究室参加了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2010 年 6 月，中共中央

党史研究室办公厅与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就进一步加强党史部门和文

物系统在普查工作上的合作提出要求，强调两个系统的普查成果要互相验证，互为补

充。党史部门在革命遗址普查中认为具备文物标准的，可向文物部门提出认定建议；

文物部门拟认定为文物的革命遗址，可征求党史部门的意见。文物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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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对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

组的有关会议上，刘延东国务委员多次对党史部门的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给予了肯定

和表扬。

《全国革命遗址普查成果丛书》的出版，只是贯彻落实中央 10 号文件有关精神的

第一步。开展革命遗址普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保护和利用革命遗址。

因此，我们还要认真研究分析全国革命遗址的基本状况，评估在保护利用上取得的成

绩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加以保护的建议和意见，与各地党委政府一

起，加大对革命遗址保护的力度。要充分利用普查成果，在媒体上宣传革命遗址的历

史背景和历史地位，宣传新发现的革命遗址，让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了解革命遗址的价

值，认识到保护革命遗址的重要性，增强保护意识，使保护革命遗址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和自觉行动。要充分利用革命遗址这个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推动红色旅游，

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大力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为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2012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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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革命遗址通览 19

大 同 市 城 区

方家大院———大同铁路工会、中共大同铁路工人支部遗址 20

大同女中遗址———大同妇女运动的摇篮 22

山西省立第三师范遗址———大同地区爱国主义思潮发源地 24

山西省立第三中学旧址———大同学生运动发源地 26

大同县乡村师范旧址———大同城革命活动聚集点 28

大有仓广场遗址———大同早期学生运动集会点 29

北门外操场城遗址———大同市工人运动主要活动地 30

省立三师附属小学遗址———大同地区五卅运动分会场 31

兰池广场遗址———大同学生运动主要活动地 32

中共雁北工委机关旧址 33

大同地下党员李泽工作点遗址 34

大同城内地下工作者交通站旧址 35

中共大同城内地下支部旧址 36

大同军事调停小组谈判遗址 37

兴国寺舒宏烈士牺牲地旧址 38

李波旧居 39

东关华严寺———大同战役前线救护点旧址 40

大 同 市 矿 区

口泉千佛寺解放大同支前指挥部旧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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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口泉市委、市政府驻地旧址 43

大 同 市 南 郊 区

高屯村革命窑遗址 44

窨子沟村革命烈士纪念碑 45

西韩岭村大同战役烈士墓 46

窑子坡惨案烈士纪念碑 46

西坟村大同和平解放谈判旧址 47

大同市革命烈士陵园 48

张登成烈士纪念碑 50

老窑沟村红色圣境 51

大 同 市 新 荣 区

拒门堡村左右凉丰工作团驻地遗址 52

大丰凉左县抗日政府驻地遗址 53

山前庄村抗日突围战斗遗址 54

新荣区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地遗址 55

西大同县六区区公所旧址 55

大同县八区区公所旧址 56

中共左云三区区委旧址 57

贺龙指挥部遗址 58

谢士庄地道战遗址 59

张登峰烈士故居 60

中共绥西特委书记郭北宸故居 61

张维扬革命烈士墓 63

大 同 县

应浑同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旧址 64

高原同镇区大王区公所驻地遗址 64

魏振亚烈士牺牲地遗址 65

于振光烈士牺牲地遗址 66

中共大同县委、县政府成立地遗址 67

2



中共大同县委、县政府驻地遗址 68

大同县三区除奸反特大会遗址 69

中共大同县九区区委驻地旧址 69

冀晋军区攻打日军吉家庄警察署遗址 70

中共大同市委、市人民政府小蒲村驻地旧址 71

三府坟村晋察冀军区大同战役前方指挥部驻地旧址 73

大同战役沙岭战斗牺牲烈士墓地 73

聚乐村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大同战役前线指挥部驻地旧址 74

大同兵站旧址 75

晋察冀第一纵队司令部驻地旧址 75

中共大同市委、市人民政府驻地旧址 76

解放大同战役北岳军区指挥机关驻地遗址 77

北岳军区王千户村战斗遗址 77

北岳军区司令员王平驻地遗址 78

大同和平解放进城工作会议暨大同市委书记赵汉驻地旧址 80

仓夷烈士纪念亭 82

阳 高 县

桑干河沿岸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高原同镇区区公所成立地遗址 84

大同战役联席会遗址 85

小白登会议旧址 86

赵家寨惨案烈士纪念碑 87

天 镇 县

山西牺盟会天镇县分会遗址 88

中共天阳县工委驻地旧址 89

中共天阳怀县委、县政府驻地旧址 89

阳和塔事件遗址 90

五一八事件遗址 91

夏家屯革命烈士陵园 92

王振翼故居 93

阎秀峰故居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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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 源 县

新民书店———浑源县第一个党支部遗址 96

王庄堡抗日游击队驻地遗址 97

黄崖村中共浑源县委、县抗日政府驻地遗址 97

土岭村中共浑源县委、县抗日政府驻地旧址 98

荆庄伏击战遗址 99

下观音堂村中共浑源县委、县抗日政府驻地旧址 100

浑源县抗日政府驻地及执法营营部旧址 100

浑源县动委会成立地旧址 101

金峰店战斗遗址 101

南坡头歼灭战遗址 102

老马窑村修械所遗址 103

官儿村烈士墓碑 103

陡咀村烈士陵园 104

太安岭村中共浑源县委、县政府驻地遗址 105

小辛庄伏击战遗址 105

下疃据点围歼战遗址 106

大磁窑村后方战地医院旧址 107

中共北岳一地委召开土改会议遗址 107

贾庄事件遗址 108

白克敬烈士墓旧址 109

浑源县革命烈士陵园 110

黄土坡村烈士纪念碑 112

黄崖村烈士纪念亭 113

穆家庄村烈士陵园 114

灵 丘 县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休整地遗址 115

山西牺盟会灵丘县分会遗址 116

灵丘县抗日游击队诞生地遗址 117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驻地旧址 118

4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部驻地遗址 119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部驻地旧址 119

八路军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驻地遗址 120

八路军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驻地旧址 120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驻地旧址 121

八路军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驻地遗址 122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动员会遗址 123

平型关大捷遗址 125

驿马岭阻击战遗址 129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战地医院遗址 131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祝捷联欢会遗址 132

冯家沟战斗庆祝会遗址 133

灵丘县抗日政府诞生地遗址 133

中共灵丘县党团诞生地遗址 134

五县行政委员会驻地旧址 135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驻地旧址 135

中共上寨县工委、上寨县抗日政府驻地旧址 136

灵丘县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遗址 137

中共晋察冀一分区特委、一分区地方工作团驻地遗址 138

〇八路军第一二 师第三五九旅教导营驻地遗址 139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驻地旧址 140

王震旅长临时驻地遗址 141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后方医院一分所旧址 142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后方医院二分所旧址 143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后方医院旧址 144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卫生部伤病员休养所旧址 145

林关漫山战斗遗址 146

贾庄村战斗遗址 146

〇八路军第一二 师第三五九旅无名烈士墓 147

银厂村中共灵丘县委驻地遗址 147

灵丘县抗日政府驻地旧址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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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八路军第一二 师第三五九旅旅部驻地旧址 149

黄台寺伏击战遗址 152

白求恩战地救护所旧址 153

新河峪伏击战遗址 154

丘支队驻地旧址 154

白求恩特种外科医院旧址 155

豹子口头村中共灵丘县委驻地旧址 158

〇八路军第一二 师第三五九旅防御工事遗址 159

敌区工作团察南雁北办事处旧址 159

牺盟会五台中心区雁北办事处旧址 160

晋察冀边区察南雁北办事处遗址 161

中共晋察冀五地委驻地旧址 163

作新围点打援战斗遗址 165

新河峪阻击战遗址 166

八路军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驻地遗址 166

八路军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全歼白志沂部顽固派遗址 167

晋察冀边区二中遗址 168

王海合作社（察南雁北农村第一个合作社）遗址 169

玉帛庄抗日根据地物资交流集贸市场遗址 170

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成立地遗址 170

晋察冀二专署驻地旧址 171

中共浑源县委驻地旧址 172

抗大二分校遗址 173

雁北新华工厂旧址 173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雁北支队驻地遗址 174

晋察冀边区银行及印币厂临时驻地旧址 175

晋察冀第五军分区修械所旧址 176

晋察冀第五军分区服装厂旧址 177

灵丘县武委会修械所遗址 178

晋察冀边区政府临时驻地遗址 179

南坡村中共灵丘县委驻地遗址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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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南七县政府驻地遗址 180

中共晋察冀五地委驻地旧址 180

浑源县抗日政府驻地遗址 181

青羊口青年支队驻地遗址 181

雁翅村民兵地雷战遗址 182

路过崖民兵地雷战遗址 184

白草湾烈士纪念碑亭 185

中共晋察冀五地委机关大生产基地遗址 186

西北战地服务团驻地遗址 187

西山沟事件发生地遗址 187

晋察冀军区六团休养所驻地旧址 188

王城庄抗日标语墙壁旧址 189

晋察冀军区雁北指挥司令部供给处旧址 190

晋察冀军区雁北指挥司令部休养所旧址 191

中央晋察冀中央局党校驻地遗址 192

中共晋察冀五地委驻地旧址 193

晋察冀军区青年支队驻地旧址 193

晋察冀军区六团大生产基地遗址 194

晋察冀青年支队大生产基地遗址 195

晋察冀边区二专署中和钰商店遗址 196

晋察冀边区二专署中和庆商店遗址 197

中共晋察冀五地委、晋察冀二专署、晋察冀军区雁北指挥司令部驻地遗址 198

中共冀晋五地委、冀晋五专署、冀晋第五军分区驻地遗址 199

晋察冀军区六团驻地旧址 200

石墙事件发生地遗址 202

冀晋军区后方医院旧址 202

中共冀晋五地委、冀晋第五军分区驻地旧址 203

冀晋五专署驻地遗址 204

建国学院雁北分院旧址 204

冀晋军区第五军分区地雷厂旧址 205

雁北专署下关兵站遗址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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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晋第一军分区兵工厂旧址 206

聂荣臻、刘澜涛、罗瑞卿接见美国飞行员遗址 207

晋察冀军区雁北指挥司令部修械所遗址 208

晋察冀边区工业局第十四厂旧址 210

晋察冀边区工业局第二十一厂遗址 210

晋察冀边区工业局第三十二厂旧址 211

晋察冀边区工业局第三十二厂发电厂遗址 212

晋察冀边区工业局第三十三厂旧址 213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四分院旧址 213

晋察冀边区铁路局驻地遗址 214

冀晋一专署兵站旧址 214

平型关烈士陵园 215

广 灵 县

中共广灵县榆沟村小组成立地旧址 216

山西牺盟会广灵县分会旧址 217

广灵南山抗日根据地遗址 218

冯家沟伏击战遗址 219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驻地遗址 220

广灵支队东蕉山突围战遗址 221

车道沟伏击战遗址 222

王恩茂民运训练班遗址 222

王震居住地旧址 223

广灵地下党联络点旧址 225

张家湾伏击战遗址 225

邵家庄伏击战遗址 226

抗日英雄齐殿选被捕地遗址 227

李光汉主持召开中共广灵县委扩大会议遗址 229

张家洼地道战试点遗址 230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五分院机关驻地旧址 231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驻地旧址 231

华北联大院部旧址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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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商校驻地旧址 233

晋察冀军区兵工厂（新华工厂）遗址 233

广灵县政府驻地旧址 234

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旅前沿指挥部驻地旧址 234

白羊事件遗址 235

广灵县玉福山烈士陵园 236

彭兆泰故居 237

焦国鼐故居 238

周政宜故居 239

王西故居 240

南房烈士墓遗址 240

左 云 县

左云县最早中共小组所在地旧址 241

十二窑突围战斗遗址 242

安儿沟事件遗址 243

小堡子战斗遗址 244

苏禄仁烈士被俘地遗址 245

赵明远烈士牺牲地旧址 246

雁门区党政军机关驻地旧址 247

晋绥野战军司令部驻地旧址 248

中共左云县委、县民主政府驻地旧址 249

张继祥烈士牺牲地遗址 250

杨平烈士墓 251

左云县烈士陵园 252

副 编

著名民主人士祁乐天故居 254

傅作义居所旧址 255

郝绳祖故居 256

徐永昌旧居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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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承绶旧居 258

朝鲜人民抗日义勇军活动地遗址 260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察冀支部旧址 261

天镇战役盘山战场遗址 262

附 录

关帝庙———大同特警队旧址 266

日伪口泉警察署旧址 268

永定庄矿侵同日军及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居住区窑房旧址 269

煤峪口侵同日军及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居住区窑房旧址 270

忻州窑侵同日军及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居住区窑房旧址 271

阳高惨案遗址 272

抢风岭侵华日军据点遗址 273

灵丘县城惨案遗址 274

灵丘县东河南村惨案遗址 276

灵丘县南梁惨案遗址 277

浑源县唐庄惨案遗址 278

大同矿区侵华日军职员宿舍旧址 279

岩岭侵华日军发电厂旧址 280

侵华日军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平旺炸药制造所旧址 281

侵华日军蒙疆洋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口泉洋灰厂旧址 282

灵丘县招柏惨案遗址 283

灵丘县上北泉惨案遗址 284

西埔村惨案遗址 284

刘庄三一惨案遗址 285

天镇县蒙难同胞纪念塔 287

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 289

九羊沟二战时死难矿工遗址纪念碑 291

杨树湾二战时死难矿工遗址纪念碑 292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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