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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市革命遗址普查报告
（代 序）

根据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下发

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的通知》（中史文

【2009】 79号）的精神和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下发的《关于

开展吉林省革命遗址普查的通知》、《吉林省革命遗址普查实施方

案》 及对此项工作的具体要求，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各县

（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从2009年4月至2010年12月对全市革命

遗址进行了两次普查。

一、普查工作概况

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组织准备阶段。市党史部门按照省委党史研究室

下发的《吉林省革命遗址普查实施方案》，结合各地实际，制订

普查工作计划，进行动员部署，组建普查工作队伍，申报普查经

费，按照普查内容和时间范围，在先期开展的党史遗址普查工作

基础上，认真梳理出革命遗址清单，搞好普查人员的业务培训。

第二阶段为全面普查阶段。各地根据梳理出来的革命遗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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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统一标准和实施方案要

求，广泛查阅历史资料，召开座谈会，走访知情人，深入现场实

地调查，网络查询，做到核查史料与现场考查相结合，组织座谈

与重点访问相结合，现场登记与实地拍照相结合，深入各遗址所

在地逐一开展实地调查，并详细记录相关情况。

第三阶段为汇总上报阶段。即对普查资料进行编辑整理，填

写革命遗址登记表、统计表，制作光盘，并就本辖区内革命遗址

的现状、损毁情况、申保情况、保护措施、开发利用等情况提出

建议，撰写革命遗址普查报告，报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史研

究室根据各县（市、区）上报的普查资料进一步核查、整理、审

定、汇总，形成市级普查成果上报省委党史研究室。

主要做法：

（一）各地领导高度重视。全省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会议后，

市委党史研究室及时召开全市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进行贯彻落

实，并向市委分管党史工作领导汇报，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和支

持，使普查工作在人员、经费以及工作用车等方面得到保障。

（二）普查人员认真负责。无论是党史部门工作人员，还是

聘请抽调的老同志、大学生、乡镇人员，通过传达学习、业务培

训，按照“全面普查不遗漏，重点普查更深入”的要求，不断落

实完善前期普查工作，进行查漏补缺，实施标准化操作，保证普

查工作稳步有序推进。

（三）市委党史研究及时沟通指导。市委党史研究室及时了

解工作进度，并派出督察组，深入各地对普查工作进展情况进行

检查和指导。对各地在普查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及时沟通，对中央

党史研究室新的精神告知各县（市、区），对普查工作量大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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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比较多的县（市、区），进行现场指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避免走弯路，确保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圆满完成。

二、普查数据分析

根据各县（市、区）普查情况统计：全市共有革命遗址130

个（包括损毁遗址18处），其中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22

处，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场所33处，烈士墓59处，纪

念设施16处。按地域分类：东昌区有11处，二道江区有4处，梅

河口市有9处，柳河县有17处，辉南县有13处，通化县有50

处，集安市有26处。

此次革命遗址普查，所得到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建筑

占地面积、保护范围面积，是通过现场踏勘丈量的。有个别地方

是用脚步和目测方法得出的。遗址形成时间、利用时间，基本都

有历史记载。档案资料里的数据较为准确，采访中得到的数据基

本接近事实。从革命遗址的分布情况看，也与当年党组织活动相

吻合，符合历史事实。

三、遗址保护利用情况

目前全市革命遗址中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

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处，市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处，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处。未定保护

级别和利用级别分别为110处和109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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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遗址保护方面，一是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始终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贯彻“有效保护，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的原则，将革命遗址纳入总体建设规划并制定了具体

保护措施。二是政府逐年加大投入。如：杨靖宇烈士陵园先后进

行过多次大规模修缮。2004年，又投资4 000万在靖宇陵园附近

新建展厅面积达 3 800 平方米的东北抗联纪念馆。三是各县

（市）区都将零散的烈士墓统一集中，修建了革命烈士陵园，由

政府统一管理和保护。四是大部分遗址、遗迹都制定了保护标

志。相关部门对革命遗址、遗迹及其地形地貌定期观察、监测，

发现险情，及时抢救。

在革命遗址利用方面，一是充分利用重要节日和纪念日，加

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二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开展“重走抗联路”主题教育活

动，现已成为全省党史党性教育品牌。三是积极探索党史遗址保

护利用与开展红色旅游相结合的方法途径，进一步提高通化红色

旅游的质量和水平。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被国

家旅游局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经典景区，促进了通化市

的精神文明建设。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建议

从全市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的现状看，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保护意识有待加强。个别地区对革命遗址保护缺乏紧迫

感，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闲置和不合理使用现象较多，

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开发利用，有的甚至因工农业生产和城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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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需要，而被拆迁改建。

二是建设规划不统一。政府管理部门缺乏统一规划，没有统

一的标准。一些经济困难的地区，虽然遗址有较高的价值，但也

无法建设起来。

三是保护经费不足。由于缺乏保护经费，致使有些革命遗址

年久失修，有些因时过境迁而旧貌无存。

四是管理体制不合理。革命遗址管理权属混乱，既有文化、

旅游、民政部门的，也有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的，还有个人所有

的，权属不明，职责不清，导致管理和维护混乱。

为使革命遗址得到较好的保护利用，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强化宣传提高认识，增强革命遗址的保护意识。要充分

利用新闻媒体，广泛深入地宣传报道开展革命遗址保护的历史意

义，增强领导干部、人民群众保护革命遗址的意识和开发红色旅

游资源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

二是制订相应的法规条例，为遗址保护和利用提供法律和制

度保障。要明确遗址保护范围、管理职责、资金保障和责任追究

等内容，做到遗址保护有专门管理机构。

三是出台遗址保护建设规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革命遗

址的保护和开发。要按照“全面保护、重点修缮、统一规划、分

步实施”的遗址保护和利用原则，因地制宜修编规划，制订方

案，采取对应的修缮和保护措施，整合文化、旅游、民政等相关

部门的力量，加强对革命遗址的保护和开发，与红色旅游相结

合，加强党史的开发和宣传教育工作。

四是多渠道筹措资金，切实做好革命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工

作。要按照“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方针，采取政府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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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筹一点、社会各界捐一点及企业支持一点相结合的方式，积

极动员民众支持、参与遗址保护和维修行动，确保革命遗址得到

更好的保护和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

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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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民主联军工兵学校遗址 / 026

东北民主联军军政大学遗址 / 028

梅河口市 / 029

梅河口市烈士陵园 / 031

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会址 / 034

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旧址 / 037

《东北日报》社遗址 / 039

延安抗大和延安炮校遗址 / 041

康大营战斗遗址 / 043

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住址 / 045

四八石党支部遗址 / 046

小西沟事件遗址 /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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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安市 / 049

集安市革命烈士纪念塔 / 051

集安市革命烈士陵园 / 053

青石镇烈士陵园 /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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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袭阳岔工事区战斗遗址 / 082

长岗战斗遗址 /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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