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访谷文昌纪念馆探访谷文昌纪念馆::

追寻追寻““四有干部四有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谷文昌服

从组织安排，留在福建东山工
作。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畏
艰苦，实事求是，带领东山县人
民苦干 14年，终于把一个荒岛
变成了宝岛。他用自己的言行
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和敬仰。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
中有责、心中有戒，谷文昌堪
称“四有干部”的楷模。

如今，谷文昌纪念馆肃穆
挺立，依然讲述着谷公“功成
不必在我”的潜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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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文昌纪念馆位于东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谷文昌
纪念园内，是集教育、观光为一体的教育基地。2016年
12月，谷文昌纪念馆入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
录》。2019年9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

1987年，东山人民将谷文昌的骨灰安葬在当年他
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1999年，东山各界捐资120万
元，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谷文昌陵园，内有谷文昌塑像
与谷文昌陵墓；2003年，经福建省委报请中央办公厅
批准兴建谷文昌纪念馆，总占地面积约60亩，建筑面
积5600平方米；2004年2月建成开馆，原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同志题写馆
名；2013年 10月，投资2000万元，将园区拓展到178
亩，建设入口道路、生态停车场、公仆林、清风轩、明镜
湖、纪念广场等配套工程；2015年 8月，投资1300万
元对馆内展陈进行完善提升，分设序厅、饱经苦难的
昔日东山、坚定不渝的信念追求、为民担当的公仆情
怀、造福一方的责任意识、清正廉洁的从政品格、精神
永驻的绿色丰碑共七个展厅，展陈面积从600平方米
扩大到1800平方米，展陈内容更加丰富详尽。

建成的纪念馆庄严肃穆、主题突出、立意新颖。整
个展馆上档次、高质量、有特色。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
图片、文字和场景，采用现代化的声光电、多媒体技
术，展示“四有干部”谷文昌同志和老百姓所发生的则
则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一心为
公、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

开馆以来，习近平、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
及各级领导先后前来视察，各地党员干部群众前来学
习，台湾回乡老兵、外国友人等前来参观，在全国党员
教育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的东山，天蓝
水碧海湾美，沙白林绿
岛礁奇。但换在 50 多年
前，东山呈现的是“春夏
苦旱灾，秋冬风沙害。一
年四季里，月月都有灾”“沙
滩无草光溜溜，风沙无情田屋
休”的场景。他面对着东山岛满目黄沙，以“不治服
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十几载如一日，
带领东山百姓遍植木麻黄，筑起了“绿色长城”。他
悲悯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将“敌伪家属”改为“兵
灾家属”，两字之差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他已经
去世 40年，每逢家祭，东山人民依然“先祭谷公，再
祭祖宗。”

他就是谷文昌，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
谷文昌（1915—1981），河南林州人。1944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为
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越功勋。1950年，他随大军
南下，加入解放福建的战斗中。新中国成立后，谷
文昌服从组织安排，留在福建东山工作。在东山工
作 14 年间，他带领东山人民与风灾、旱灾抗争，植
树造林，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发展生产，把一个
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生机盎然的东海绿洲，为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赢得了东
山十万民心。

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起
一座不朽的丰碑”、“四有干部”的典范、“县委书记
的好榜样”。2009 年 9 月，谷文昌同志被评为“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中国女排腾飞纪念馆中国女排腾飞纪念馆::

和女排姑娘和女排姑娘共拼搏共拼搏 齐腾齐腾飞飞
中国人有许多梦想。但有一个腾飞梦和一粒球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一种精神发祥漳州且延续至今。这就是漳州五种精神之一——中国
女排的“拼搏精神”。

回首 20世纪 80年代初，多少人围着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与解
说员一起高喊着“中国女排姑娘们，加油！”那是一个属于中国女排的
高光时刻，首夺世界冠军、三连冠、五连冠，点燃了青年的热血。随后的
21 世纪初，中国女排多次登顶世界排坛最高峰。40 多年来，中国女排
曾经辉煌，也有过失意，但漳州“娘家人”的支持从未减少。

走，一起出发，到中国女排腾飞纪念馆，回望中国女排曲折的冠军
之路，感受中国女排精神的强大力量，了解女排和漳州的不解之缘。★景区介绍

中国女排腾飞纪念馆位于漳州市地标建筑中国女排腾
飞馆一楼，建于2000年，并于 2019年底进行重新修缮。先
后被授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示范
基地”“福建省关心下一代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基地”等称号。

纪念馆面积约300平方米，由历史照片、中国女排使用
过的部分实物及各种荣誉奖章奖状、刊物、画册等大量珍贵
历史资料组成。纪念馆的中心区域镌刻着中国女排四个辉
煌时刻：分别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
2016年里约奥运会登上冠军领奖台和2019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阅兵，中国女排登上阅兵花车的情景。

纪念馆分为五个部分，讲述了“亲切关怀 特殊支持”
“艰苦创业‘竹棚精神’”“冠军摇篮‘娘家’情怀”“辉煌战绩
群英阵容”“女排精神 薪火相传”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女排腾飞纪念馆

“中国女排娘家”基地（建设中）
“ 中 国 女 排 娘 家 ”基 地 项 目 是 漳 州 市 重 点 项

目，项目预计总投资 30 亿元，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466.5 亩，规划建筑面积 65.28 万平方米，将打造集
中国女排精神展示地、中国女排训练首选地、市
民全民健身聚集地、体育旅游观光目的地、全市
文 体 旅 融 合 发 展 综 合 示 范 区 为 一 体 的“ 四 地 一
区”新地标。

总体布局上，以女排精神文化纪念轴、文体旅休
闲绿带为骨架，形成“一轴、一带、三片、多节点”的空
间结构。一轴：女排精神文化纪念轴；一带：文体旅休
闲绿带；三片:体育训练核心片、体育文化辐射片、外
围功能联动片；多节点：胜利公园、女排文化广场、艺
术广场、跃动公园、公共服务长廊。

在中国女排成长的道路上，漳州人民始终与女排心连心、同呼
吸、共命运，中国女排也一直把漳州当成培养她们成长的“摇篮”和

“娘家”。
1972 年，国家体委排球处兵分两路南下挑选排球基地。一行人到

漳州后，经过反复调查论证，以“领导重视，群众喜爱，气候宜人，物产
丰富”16 字概括漳州建排球训练基地的优越条件。排球训练基地刚刚获

批，全国 12支男排、女排便赴漳州进行第一次集训。被称为“排球司令”的于
克钊组织群众义务劳动，用 23 天时间盖起一座有 6 块平整场地的“竹棚馆”。尽管当时集训
条件十分简陋，女排姑娘没有叫苦叫累，克服困难、顽强拼搏，在这里孕育出后来体育界弘
扬的“竹棚精神”。

事实上，中国女排腾飞馆并非建于女排辉煌之时，而是在低谷时，漳州人民踊跃捐款，这才
得以建成。郎平获此消息后激动地说：“这是漳州人民对女排的支持，也是女排的力量源泉。”

40年来，漳州在女排心里的意义特殊。主教练郎平认为，漳州一直是女排的“福地”。中
国女排的每一次出征，几乎都从“娘家”启程。女排姑娘每次回漳州训练时，漳州人民都像

“娘家人”关心“女儿”一样，安顿好她们的训练、生活，为她们加油鼓劲。
这里还陆续走出了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教练郑宗源，女排队员王子凌、沈静思、郑

益昕等一批“漳州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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