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0 日，记者在宝丰县

中原解放纪念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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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积极推进电子档案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与办公自动化系统、

业务系统等相互衔接。

第三十七条 电子档案应当来源可

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

电子档案与传统载体档案具有同等

效力，可以以电子形式作为凭证使用。

电子档案管理办法由国家档案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档

案馆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

其他组织推进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

已经实现数字化的，应当对档案原件妥

善保管。

第三十九条 电子档案应当通过符

合安全管理要求的网络或者存储介质向

档案馆移交。

档案馆应当对接收的电子档案进行

检测，确保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

可用性和安全性。

档案馆可以对重要电子档案进行异

地备份保管。

第四十条 档案馆负责档案数字资

源的收集、保存和提供利用。有条件的

档案馆应当建设数字档案馆。

第四十一条 国家推进档案信息资

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推动档案数字资

源跨区域、跨部门共享利用。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二条 档案主管部门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可以

对档案馆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

及其他组织的下列情况进行检查：

（一）档案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

落实情况；（二）档案库房、设施、设备

配置使用情况；（三）档案工作人员管

理情况；（四）档案收集、整理、保管、提

供利用等情况；（五）档案信息化建设

和信息安全保障情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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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原 解 放 纪 念 馆 大

楼 东 西 长 55.5 米 ，代 表 淮

海 战 役 中 歼 灭 国 民 党 军

55.5 万 人 ；南 北 宽 36 米 ，

‘3’代表在宝丰召开的三

次重要会议，‘6’代表六大

战役。”3 月 10 日，在位于

宝丰县文峰路中段的中原

解放纪念馆，讲解员孙洋

洋绘声绘色地讲解着。

1948 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率领中共中央

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进驻宝丰，运筹帷

幄、决胜中原，在此指挥了六大战役并大获全胜，创

办三所大学，召开三次重要会议。为纪念这一历史

事件，中原解放纪念馆应运而生。

多年心愿终如愿

3 月 10 日，平顶山日报社“辉煌百年路 奋进新

鹰城”——庆祝建党 100 周年全媒体新闻行动记者

团来到中原解放纪念馆，感受宝丰大地上中原解放

军波澜壮阔的红色文化和战争岁月。

2014 年 7 月 1 日，中原解放纪念馆开馆。开馆

仪式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铜像同时落成揭幕。

该馆展览的主题为“千里跃进，逐鹿中原”，由六个

单元组成，分别为挺进中原、进驻宝丰、巩固中原、

宝丰会议、经略中原、走向淮海，重点展示刘伯承、

邓小平、陈毅等率领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和

中 原 野 战 军 在 宝 丰 部 署 指 挥 解 放 中 原 的 光 辉 历

史。2019 年 2 月，该馆实施提档升级，重新布展后的

中原解放纪念馆充实了图片文字史料和展品，内容

更加丰富。展馆的一角还增加了带有“中原解放纪

念馆”“中原首府红色宝丰”等字样的扇子、水杯、书

签、激光雕塑等文创产品。目前，该馆提档升级工

程已近尾声，预计今年七一将重新对外开放。

中原解放纪念馆是全省 23 个红色旅游景区之

一，是省国防教育基地、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党

史教育基地，2017 年 1 月 4 日被国家旅游局正式批

准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宝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郜现松见证了中原

解放纪念馆建设的全过程。他说，建设中原解放

纪念馆是宝丰人民多年的心愿。上世纪 80 年代，

筹建工作提上日程，90 年代初完成纪念馆建设的

初步方案。1987 年 4 月和 1992 年 10 月，宝丰县委

分别向中央和中宣部递请了关于建设中原局和中

原军区革命纪念馆之事，并向省委、省政府呈递建

馆请示。

因当时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大多健在，根据

有关文件规定，不宜建纪念馆，因而建馆之事被

搁置。

中原解放纪念馆开馆以来已接待 120 余万名游

客，对弘扬优秀的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发挥了积极作用。

得中原者得天下

2014 年 7 月 1 日，在中原解放纪念馆开馆之际，

刘伯承元帅次子刘蒙少将将自己手书的“得宝丰者

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对联赠送给中原解放纪

念馆。

中国历史上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

从 1947 年 6 月底开始，遵照中共中央“以主力打

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方针，

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

别山；陈赓、谢富治率太岳兵团挺进豫西，开辟豫陕

鄂解放区；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

苏边区。三路大军呈“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紧

逼国民党的长江防线，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

南京、武汉，使中原地区成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

胜利的基地，也由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逐

鹿中原的序幕。

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1948 年 4

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领

导机关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由淮西地区迁驻

豫西宝丰县。从此，宝丰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原解

放区的首府、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的“统帅部”所

在地，成为中原解放区的“小延安”。在此期间，中

原军区先后召开旅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县团以

上干部会议、宝丰会议三大会议，中原部队的整党

整军转入了以检查团以上领导作风为重点的阶段。

为什么选择宝丰县？郜现松介绍说，因为宝丰

县位于河南省中西部，西

部为伏牛山脉，东部为平

原；洛（阳）叶（县）公路过

境，可与陇海、平汉两条铁

路相通，西北达洛阳，西南

逾宛（南阳）襄（阳）。同

时，宝丰县又位于豫陕鄂

解放区中心，有伏牛山、嵩

山作屏障，利于宽大机动，

北与太岳解放区相连，利于接转兵员和物资，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

1948 年 5 月至 10 月，刘邓大军在驻宝期间共指

挥了六次大的战役，分别是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豫

东战役、襄樊战役、郑州战役和桐柏江汉战役，六大

战役的胜利为淮海战役奠定了坚实基础。

革命精神永流传

三路大军千里跃进、逐鹿中原的光辉历史，形

成了“胸怀全局、勇挑重担、协同作战、必胜信念”的

“中原逐鹿精神”，并代代相传。

据郜现松介绍，宝丰县红色资源十分丰富，仅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

战军驻扎期间留下的革命遗址就有 30 多处。

近年来，宝丰县高度重视红色革命文化保护利

用工作，先后投入 3 亿多元用于红色革命文化的抢

救、发掘、保护、开发和利用，进一步擦亮红色文化

的底色；先后修缮了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部

旧址、宝丰会议会址和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旧址，让

红色革命遗址重焕新光；建设了中原解放纪念馆、

宝丰革命纪念馆、八一公园、解放广场等，对烈士陵

园进行了升级改造，对烈士纪念碑进行了重修，让

全县上下充盈着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让“红色”成

为“宝丰文化现象”的最亮色。正是得益于红色优

良传统的传承，宝丰县广大干群始终保持着积极进

取的精神状态，推动了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源：《平顶山日报》

千里跃进 逐鹿中原
————中原解放纪念馆里感悟“中原逐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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