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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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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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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日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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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等，也

包括新中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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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解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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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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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

文明史上独特的文化进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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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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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史好地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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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党史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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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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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培育、弘扬以爱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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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服务合国红色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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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斤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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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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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和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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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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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在2007年 12月召开的

全罔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确定在革命遗址数最多、类型多、范因广的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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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具体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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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罔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实施方案)) ，规定了革命遗址普查的范罔和具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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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普查工作在全罔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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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了全国党灾工作会议。中央10号文件明确

要求加强党史遗J:J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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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和全罔党史工作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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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罔革命遗址普查成果丛书》作出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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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紊地完成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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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组织、指导、椎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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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中阁成立之前所有新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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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内。遗址普查

的具体内容包括，每处革命遗杠上的名称、地址、面积、建筑样式及材质、形成

时问、利用时问等基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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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用阁

的环境状况(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信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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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该这扯的来龙去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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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只能口乙方便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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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

巨大贡献。

经过合罔 2万余普查人员的共同努力，普查工作已经顺利结束，普变成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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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因共普查登记革命遗址近5万

处，相关联的其优遗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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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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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锻炼了全因的党史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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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党史部门汇总普查成果，统一编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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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西藏)党史部门负责编辑，每卷都包括若干分册。中央党史研究发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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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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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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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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全因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2010年6 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斤与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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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征求党支

部门的意见。文物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给予了大力支

持。在国务院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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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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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革命遗址的基本状况，坪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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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意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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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2012年3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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