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沈战役纪念馆总结 辽沈战役纪念馆社
会实践总结(通用5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那么下
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辽沈战役纪念馆总结篇一

走近南京，回忆历史的沙漏，不经缅怀起那段惨淡的回忆，
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却的伤痛，耻辱的历史，
我知道“勿忘国耻，爱我中华”。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伐，在南京大屠杀纪念
馆中穿行。在进去的入口便有很多石像，这些是南京大屠杀
中的历史证明。这些曾经受过伤的人，在历史的前行中不忘
留下自己的足迹，让后人记住这一屈辱的历史，推动历史的
前进。其中有一个石像令我印象深刻。一个孩子与母亲的生
离死别。残酷的日本人将母女两个的手狠狠的拽开，将刺刀
沾满鲜血，我在幻听孩子的哭声与悲痛，现在已经划到历史
长河中，但是我们依稀的记得孩子的哀叹声，那撕心裂肺的
尖叫声。那里有当时屠杀南京30万的铁血证明---那一把曾经
杀过无数人的尖刀。我记得曾经在一本教科书上过看到过，
一群日本人将中国的一个村庄里所有人裸露的关在一间屋子
里，然后倒上油将他们活活烧死。残酷的日本人在旁边哈哈
大笑貌似在看一场精彩的表演，如此残暴，我在思考如果他
们的家人这样，他们不会悲痛么。

往前走，有一间屋子叫十二秒，里面每隔十二秒就会发出滴
答的声音，然后随着出来一个在那就大屠杀中遇难者的遗像，



当时心中的悲痛犹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我在幻想他们在对
我们诉说着什么令人悲愤交加。继续前行，看到一行大
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记住历史，但不要忘记仇恨。
”是历史可以宽容，但不可以忘却。我们中华民族有宽容的
气概，但不可以抹杀历史。今天的历史中我们追溯，不能忘
记今日的繁华之地是昔日日本人的杀戮场地，那一张张凶残
的面孔至今也停留在南京的心中，我看到历史的步伐它在证
明着自己有多强大，和中国人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发展中国，
让曾经侵略我们的日本人和别的侵略者看到中国的强大与发
展，让他们有所畏惧。曾经的历史现在回首给予我们更多的
教训，让我们在历史中看到自己的进步。我们今天走的每一
步路都是前人给我们铺的路，今天的幸福之光也是前人为我
们打下的精神脊梁......历史的前言我们无法去亲身体会，
但是历史的继续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创造。走进南京大
屠杀纪念博物馆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回味了历史，鼓励我们
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当今的来之不易。

中国的历史长河渊源流淌，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就是去创造新
的历史，在今后的发展中再创辉煌。走进南京，回味历史，
品味千姿百态，知道当今的世界没有历史的尘埃是不会有今
天的。南京我们中华民族的古都，那一幕幕唤起了沉睡的人
们，我们在历史中前进，奋斗。

辽沈战役纪念馆总结篇二

资料

还有大广济寺辽塔、北镇庙崇兴寺双塔、大石湖瀑布、奉国
寺、北镇鼓楼、李成梁石坊、花尔楼商周青铜器群、龙岗子
辽代帝王陵墓群等。堪称天下一绝的笔架山“天桥”，在海
水落潮之后，现出旱路一条，使行人在两侧海涛之中步行入
山。肃穆优雅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其宏大的建筑群和祥实
的历史见证，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内有中国第一幅全
景画，融绘画、实物、光电、塑形于一体，令人叹为观止。



主要的景点有：观音洞,医巫吕山,笔架山,北镇庙,青岩市,茶
山,崇兴市双塔,黑山莲花湖,老爷岭,翠岩山,义县化石馆等。

辽沈战役纪念馆总结篇三

一、出征xx年7月27日上午，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厦门
大学古田红色暑期社会实践队全体队员举行了简短的出征仪
式，“探访红军足迹，坚定革命信念”主题社会实践正式开
启。本支实践队伍由人文学院辅导员朱晓芳和历史学系7位同
学组成。

古田红色实践队是今年暑期厦门大学742支实践队伍之一，是
厦门大学校级实践队。实践队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辅导员朱
晓芳任党支部书记。按照实践队的计划，本次暑期社会实践
将在福建龙岩上杭县古田会议旧址、才溪乡调查纪念馆、临
江楼纪念馆和蛟洋文昌阁旧址等地方开展为期一周的活动，
主要内容有参观红色革命遗址、访问红军战士后代和调查研
究爱国主义教育形式与内容等。

通过本次社会实践，我们希望进一步学习党史知识，深切体
会红色文化，在历史现场感受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光辉历程，
坚定社会主义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磨练意志品格，增长本
领才干，在社会实践中经风雨、受历练，增进与人民群众的
深厚感情，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

实践队在此之前已经召开多次会议，明确了实践主题和目的，
研究和讨论了实践的流程、方法以及注意事项，并分配了每
一名实践队员的任务。实践队队员热情高涨，为即将开始
的“红色之旅”加油助威。

二、探访上杭历史文化

为深入了解上杭县红军足迹和革命遗址，7月28日，古田红色
实践队一行八人走访了上杭县文化体育出版局文化股股长钟



思群，并实地参观考察了上杭县博物馆(临江楼)。之后，实
践队走访了老党员王其新一家。一天的丰富收获另队员们早
已忘记那炎炎烈日和不断流下的汗水。

上午九时许，实践队来到了上杭县文化体育出版局，还没等
我们进门，钟股长就满怀热情地出门迎接我们。座谈中，实
践队围绕上杭历史文化特别是毛泽东与红军遗迹以及开展的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先后向钟股长请教了“上杭主要的红色遗
址”、“毛泽东九次到上杭后来革命形势发展的关系”
和“文化局主要以何形式开展包括哪些内容的爱国主义教
育”等问题。钟股长循序渐进，一一作答，并赠送《上杭苏
区永流芳》给我们每一名实践队员，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多
多了解革命老区的历史文化，队员们纷纷鞠躬致谢。钟股长
谈笑风生，使得座谈寓教于乐，轻松愉悦。

下午二时许，实践队来到上杭县博物馆，即伟大领袖毛主席
曾经居住过的临江楼。它因毛主席的一首伟大人生战歌《采
桑子·重阳》而名扬天下。据博物馆讲解员介绍和相关文献
记载，1929年10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上杭，住在临江楼。
一天清晨，毛泽东伫立在临江楼二楼正厅前，迎着深秋劲风，
望着对岸漫山遍野盛开的菊花和逝者如斯的汀江水，回想红
四军入闽半年多来的战斗历程和闽西土地革命如火如荼的景
象，触景生情，写下这不朽诗篇。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汀江
对岸的“黄花”、“春光”已然不在，被一排排楼房取代。
不过，与讲解员一起吟唱这千古名词，词中描述的景色不时
浮现在眼帘，而词中毛主席那宽广的胸襟实在令人钦佩。参
观访问结束之前，实践队在临江楼前合影留念。

下午四时许，实践队采访了老党员王其新。他们家里人热情
洋溢，又是倒饮料，又是切西瓜，使我们充分领略到了客家
人的好客。王先生1935年出生，1966年入党。据他介绍，今
年七一时，村里召开老党员会议，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九十周年。他本人也去过古田缅怀先烈，学习古田会议精神。
从王先生的谈吐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一股精神的力量，一种老



党员的精神气质。王先生的孙子王华今年10岁，上小学四年
级，他今年的暑假作业之一是做一张关于建党九十周年的手
抄报。他兴致勃勃地将自己做好的手抄报展示给我们，表达
他对党和国家的认识。临走之际，王华说：“要不我明天帮
你们带路吧!”我们内心的感动之情油然而生。

晚上九时许，实践队又召开总结会议，大家纷纷交谈自己的
感受和对上杭革命老区的认识。最后，党支部部署了下一步
实践计划。

三、上杭爱国主义教育调查

在上杭各地的实践中，我们感受到老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展
得如火如荼，让队员们深受感染，为开展革命老区爱国主义
调查实践活动，7月29日，厦门大学古田红色实践队走访了上
杭县教育局，访问了蓝文钟、蓝文远、蓝文谦三兄弟及其家
长。

上午九时，实践队一行来到上杭县教育局，教育局副局长王
如信同志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给我们介绍了上杭县爱国主
义教育的概况。政教股邱林才同志与我们召开了座谈会，为
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措施。上杭县有
丰富的红色资源，教育局就“发挥红色圣地资源优势，加强
学校革命传统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主题重点开展了三项工
作：第一，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力度;第二，认真做好
乡土德育教材编写及使用工作;第三，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红
色主题教育。队员们认为上杭县开展的“四进”工程(进校园、
进教材、进学生社团、进学生头脑)和“八个一”实践活
动(读一本红色书籍、制一份红色手抄报、听一堂红色报告、
唱一首红色歌谣、参观一次红色圣地、诵一篇红色诗文、写
一篇红色体会、办一次红色歌会)非常有特色，教育局同志在
介绍中声情并茂，队员们态度积极，整个座谈气氛非常热烈。

上午十一时，实践队来到蓝文钟、蓝文远、蓝文谦三兄弟家



里，就他们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认识和参加的具体实践活动进
行了访谈。蓝文钟、蓝文远是双胞胎，今年读小学四年级。
据他们介绍，学校每年主要通过参观革命遗迹、举办知识竞
赛、演唱红色革命歌曲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在实践队
队员的热情邀请下，兄弟两个为我们演唱了《我们是共产主
义的接班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
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歌声清脆响亮，抑扬顿
挫，有的实践队员深受感染，轻声与两兄弟合唱，这悠扬的
曲调给我们的实践生活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蓝文谦今年九月
份将升入高三，他十分喜欢看书，对《史记》、《三国志》
等历史经典十分熟悉，队员们十分敬佩他。家长希望他加倍
努力，专注学习，争取考上好的大学。队员们纷纷为蓝文谦
讲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考试经验，共同勉励他珍惜时间、刻
苦学习，并鼓励他报考厦门大学。临别之际，实践队赠送三
兄弟每人一套厦门大学书签。

丰硕的实践成果让队员们兴奋不已，在晚上的总结会议上，
队员们依次发言，表达心中按捺不住的实践感受。这为实践
队下一步的参观调查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7月30日，实践队按照计划前往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参观、
走访。队员们在崎岖不平的山区道路上讨论毛泽东主席和才
溪纪念馆，暂时缓和了实践队对交通问题的忧虑心情。

上午十时许，实践队顺利到达纪念馆。纪念馆气势磅礴，群
山环抱，白墙青瓦显得肃穆而威严。走进纪念馆的大门，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十个大红字，它
与革命老区是如此地和谐以致于队员们驻足拍照，许久不愿
离开。纪念馆正门前的石碑赫然醒目，镌刻着“为缅怀毛泽
东同志才溪乡调查的伟大革命实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
念馆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兴建，一九七八年一月正式对外开
放……我们世世代代要弘扬革命传统，永远牢记毛泽东才溪



乡调查精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警句，一股敬
佩之情和历史沧桑感涌上心头。

进入纪念馆大厅，毛主席的汉白玉雕像巍然耸立，讲解员带
领实践队向毛主席三鞠躬，表达怀念与崇敬之情。据讲解员
介绍，该馆1980年12月才改为“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
举办陈列的旧址为砖木结构二进平房，xx年八月，新馆才开始
兴建。纪念馆共有10个展厅，通过大量珍贵文物、资料、照
片，陈列了毛泽东同志才溪乡调查情况，以及才溪人民被评
为福建省第一模范区、中央苏区模范区、模范乡的光荣史实。
据《上杭苏区永流芳》、《才溪人民革命斗争史》等文献记
载，毛泽东曾三次到才溪乡开展调查，1933年11月下旬，毛
泽东第三次来到才溪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当时，党内王
明“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失，
在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长途
跋涉，从江西瑞金来到才溪作深入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央苏
区有名的才溪乡是怎样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根
据地，总结才溪人民在进行行政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
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等方面的经验。调查期间，毛泽东
同志总结劳动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
调查》。

《才溪乡调查》是“听党的话、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敢创
第一”的才溪精神形成的重要标志。队员们在参观纪念馆之
后，感慨颇深，认为才溪精神是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闪耀
着古田会议的光芒，凝聚了苏区优良的革命传统，是中华民
族伟大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中国
革命史上光彩四溢。带队老师朱晓芳总结说：“大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应学习毛主席当年的方式方法，把调查与总结工作
经验结合起来，把调查同宣传、推广先进经验结合起来，把
调查同批评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才溪精神启示我们：密切
党群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种科学严谨的作风和实事求
是的精神鼓舞着实践队继续努力前行，永不言弃。

辽沈战役纪念馆总结篇四

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你们旅途辛苦了，我是锦州国旅的导游员，我
叫**大家就叫我*好了。请允许我代表国旅的全体员工诚挚地
欢迎您到锦州来，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是我的心愿，也是
我工作努力奋斗的目标，您在旅途中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及
时与我取得联系，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满足您的要求，同时，
也希望您对我的服务提出建议和批评，预祝各位在锦州完的
开心，愉快，简要的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行程安排，我们今天
到笔架同风景区游玩，坐车大约半小时的行程。

锦州市位于辽宁省西部，面积10301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香
港那么大(香港面积1070平方公里)市区面积440平方公里，人
中为296.8万，市区人中为75.6万有汉,满，蒙古，回，朝
鲜26个民族。锦州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据考证，
数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锦州最早称徒河，据传
虞舜时就已筑城。历代给锦州留下了许多遗址，墓葬及历史
文物。

锦州是历代兵家必经的战略要地，是明清大战的主战场，又
是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战役的主要战场。锦州开发区是中国东
北开发区最便捷的进出海口之一，是辽西地区对外开放的窗
口和前沿，它规划开发面积58平方公里，首期开发7平方公里，
主要吸引各方面资金兴办面向国际市场的技术密集型工业企
业，兴建高级宾馆，饭店，商场，别墅，游乐中心其中笔架
山风景区以其得天独得厚的旅游资源成为旅游度假区，笔架
山风景区位于锦州本南沿海地区，距市中心有37公里。笔架
山海拔76，南北长4华里，规模显然逊色于内地的名山，但因
其危立于茫茫渤海之中，所以登临远眺，却别有一番情致。



若晴日，波平浪静，金光万道，若凌晨，烟雾迷离，赤橙黄
绿，变化万千……既久，心胸则如大海一样坦荡，确有“阁
中开明月，窗里发云雾”之妙处。

景区内有大笔架山，小笔架山，天桥和海滨浴场等组成的自
然风光，山上还有笔峰山门，吕祖亭，五母宫，三清阁和一
线天等景点，各个景点都有美妙的神话，传说，世代传诵使
人浮想联翩，那么笔架山是怎能么形成的呢?传说远古时候，
这里原是一片汪洋，后来二郎神担来两座山放到海里，才形
成大小两座海岛，也就是今天的大小笔架山。那么，我们今
天主要参观大小笔架山，好了，我们的目的地到了，请大家
下车随我来。

大家请看，近海处有一座海岛，亭亭兀立于烟波浩渺的大海
之中，云缠雾绕巍峨矗峙。因状如笔架，故得名笔架山，每
当旭日喷薄面海，笔架山身披万道霞光，被流金闪动的大海
哄托着，远远望去，司令员似项天立地的长毫，被谁挥动着，
书万般神奇。这奇观，便是前人称谓的笔峰插海，是锦州八
景之中的佼佼者，清翰林院陆善林曾有诗赞成日：笔尖端端
耸碧天，峰头雨后起云烟，插来倒影汪洋里，海浪翻波纳川。
大笔架山距海岸有1600多米，天桥是连接笔架山和海岸的纽
带，所以素有“笔峰插海”天下一绝的美称，除笔峰插海之
外，锦州八景还有：石棚松景，紫荆朝旭，虹螺晚照，锦水
回纹，汤水冬鱼，凌河烟雨，古塔昏鸦，即为清初之来的锦
州八景。

大家再请看，我们身长后的这两位仙女的雕像，旁边还注
有“仙女造桥”四个大字，我想您一定会猜想这桥必然是仙
女建造的。那您为什么样不问一下这两位卧着，而另一位是
站看的那位手里还捧着什么。这就要从一个迷人传说说起：
相传，在很以前，有两位九天仙女驾着五彩祥云来到大，小
笔架山(在大笔架东北而2.5公里处，另有一小岛，名国小笔
架山)的上空游玩，俯视一看，这儿的水奇秀，立刻被吸引住
了并想把陆地和海岛连接起来，造福人间，于是姐姐便在大



笔架山修养，妹妹在小笔架山个桥，约定在五更前把桥修好，
姐姐生性刚强，不怕困难，她的滴滴汗珠落在海里，变成了
一块块石子，终于在天亮前把桥修好了，姐姐担心妹妹，变
去看她，见修了一半就累的睡着了，因天将明，组线急忙捧
了把土，洒向没修完的一段，所以至今，大笔架山的天桥是
石子的，而小笔架山的天桥一半是土堆的。

当然这是传说，不是为据，但人们还是为了纪念姐妹两个人，
为她们雕刻了门像，根据这个传说，所以站着的就是勤劳的
姐姐，卧着的一个当然是贪睡的妹妹，好了，我现在告诉大
家，天桥的真正建造者是海浪，它是由海浪的冲击而成的自
然通道，它随潮水的涨落时隐时现，是潮汐运动的结果，海
水涨潮的周期大约为二十四小时五十分钟，此间，海水涨落
两次，大家再看，雕像不远处的那口淡水井，井深约4米，直
径约1米，可别小看它喔。

辽沈战役纪念馆总结篇五

茶山位于锦州市城北18公里处，座落在凌海市余镇茶山村，
风景区内群山环抱，有茶山、石虎山、关山、望城山、幽宫、
棋盘山，山下清澈见底的放生湖、茶山湖丽水萦绕，山前夹
极河水潺潺流过，两岸绿树成荫，景色宜人，茶山为火山岩
地质结构，因海底火山岩爆发，岩浆挤压形成了独特的.山势
貌，山峰陡峭，山石千姿百态，有金蛇出洞、猛虎咆啸、三
猴并立、玉兔望月、猿人怀谷、飞天侠女、熊猫卧顶、鹦鹉
登山、双鹿齐奔等憨态殊姿，让人领略到大自然巧夺天工的
艺术美。

茶山寺主峰陡峭，“茶山寺”、“禅”一些大型摩崖大石刻
迎面跃入眼帘，

资料

在悬崖峭壁上凿有佛龛，雕刻着如来、弥勒和燃灯佛像，山



崖东面有人工开凿的石蹬，迂回到山顶，山上有一口水井，
常年不枯。据说，当年茶山寺的和尚吃水就要攀岩到山顶的
水井提水。山下有一棵古松，旁边就是茶山寺遗址。茶山矿
泉水资源丰富，水质清澈，爽口宜人，含有18种以上微量元
素，有润肤养颜，延年益寿之功效。茶山以盛产茶叶而得名，
主要有金桂茶、绿叶茶、虎皮茶、肾心茶、扶手茶等，按民
间传说方法烤制出来的茶叶，用茶山矿泉水浸泡，茶水清香
浓郁，健脾益脑，补肾治病，堪称东北一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