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发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在文旅融合发展战略中的促进作用的提案

提案人 九三学社房山区工委(肖松涛)

问题：

房山区政府在《北京市房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继续做

好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大文章，打造京津冀地区红色文化展

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名片,助推文旅融合发展。房山

已经建成包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等 17 家红色

旅游景区，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房山红色文化“富矿”。

但依托中国原子能研究院而建成的中国核工业科技馆却并

未完全发挥出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助推房山文旅融合发

展的作用。

分析：

“两弹一星”精神具体表述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两弹一星”

精神形成于上世纪中期，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一

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宣部提出的国家精神之一。

中国核工业科技馆依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建设，坐

落于北京西南郊的原子科学城，是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的

国内首个系统介绍核科技知识、核工业成就的国家级行业馆。

该馆总建筑面积 13000 平方米，地上三层，展区面积有 7000

余平方米，馆内设有中国核工业、探索核奥秘、核燃料循环、



开发核能源、核在我身边、核在国防中、核与辐射安全七个

展厅，通过大量历史文物、实物模型及多媒体互动展项，普

及核科技知识，展示核工业成就，传承“两弹一星”的核工

业文化。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创建于 1950 年，是我国核科学

技术的发祥地和基础性、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同时也是中国

核工业科技馆的依托单位。原子能院在我国“两弹一艇”研

制攻关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国家表彰的 23 位“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 7 位在这里创建功勋，其中九

三学社的杰出代表王淦昌曾担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

长，有 60 多位两院院士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国内十几

个重要的核科研和生产单位由此派生，从这里输送出去的各

类骨干人才达一万多名。原子能院也因此获得了我国核工业

“摇篮”和“老母鸡”的美誉。

2020 年 12 月 24 日,国家国防科工局局长张克俭、国家

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共同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原子能

一堆一器旧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揭幕。其中的

“一堆一器”分别是指 1958 年建成的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

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一堆一器”的建成标志着新中国

进入了原子能时代。退役后的“原子能一堆一器旧址”入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议：

发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作为核科研发祥地和基础

性、综合性核科研基地的特点，结合中国核工业科技馆实体



展示平台，发展“红色+研学”等旅游新业态，打造“重温

红色历史、传承奋斗精神”红色旅游体验线，打造独一无二

的首都西南精品国际旅游线路。具体建议包括以下几点：

1.红色文化博物馆建设与展示。中国核工业科技馆是红

色文化交流中心，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不仅促进当

地爱国主义教育及革命传统教育，其收藏品和资料也具有较

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对于保护红色文化遗产、传承红色基

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与此同时，利用老将军、

老革命家诞辰周年纪念日、重大节庆日等特殊日子，举办丰

富多彩的红色临时展览，同时将展览对外输送，扩大红色文

化影响力。

另外，中国核工业科技馆的公益性质让其在教育层面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免费开放也聚集了大量的人气，虽然在

门票收入方面有所不足，但是流量的转换可以带动周边餐饮、

住宿、旅游纪念品等其他方面的消费，从而促进周边经济发

展。

2.红色文化与科研文化、科技科普相结合。中国核工业

科技馆具有大量历史文物、实物模型及多媒体互动展项的展

厅，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重水反应堆、

回旋加速器，以及大量的老中青核工业科技人员。通过科技

人员个人经历宣传“两弹一星”文化的诞生、发展和传承，

以文艺汇演、记录片回顾、口述等方式将“两弹一星”与科

技科普相结合，打造切实的“红色+研学”的旅游方式。

3.打造房山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



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打造成为房山区中小学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切实推动新时代条件下中小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通过实物展示、英雄人物讲述、

实地游览等沉浸式教育方式，将“两弹一星”精神潜移默化

地灌输到中小学师生心中。



关于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发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在文旅融合发展战略中的促进作用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文化和旅游局

一、核工业科技馆基本情况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称原子能院）创建于 1950

年，是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核基础性、综合性核科研基

地。所属核工业科技馆于 2017 年正式对外开放，是国内首

个系统介绍核科技知识、核工业成就的国家级行业馆。

核工业科技馆总建筑面积 13000 平方米，地上三层，展

区面积 7000 平方米，设有中国核工业、探索核奥秘、核燃

料循环、开发核能源、核在我身边、核在国防中、核与辐射

安全、党员政治生活馆、钱三强、王淦昌陈列室九个常设展

厅，通过大量历史文物、实物模型及多媒体互动展项展示核

工业成就、弘扬核工业精神、普及核科学知识、描绘核科学

未来。除常设展区外，馆内另设有临展区、会议区、放映厅、

接待厅等场所，视频网络、多媒体设施齐全，是集展览展示、

科普教育、文化宣传、学术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展示平

台。已获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国家（省部级）以

上资质 18 项和其他资质 4 项。（见附表）

二、核工业科技馆可提供公共服务情况

目前，核工业科技馆可利用现有展览、人才和行业支撑

资源，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等方式开展科普、研学、

红色教育等公共服务。



充分利用场馆内大量展板、文物资料、演示模型、多媒

体展项等资源，开展参观接待活动。截止目前，参观人数累

积近 10 万人次，接待了国家部委、上级单位大中小学等的

参观，其中青少年学生 2 万余人。配合展厅还设计制作了数

字展馆，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科普图书画册向公众免费发放。

立足展馆优势，着力发挥中国核工业展示平台和宣传窗

口作用，承办（或举办）核特色科普活动，如论坛、竞赛、

交流会、报告会、启动仪式等，广泛普及核科学技术知识，

宣传低碳绿色核能发展理念，增强公众对核电、核技术发展

的了解和支持。

助推“双减”工作，充分发挥研学基地、中小学社会大

课堂资源单位作用，开展馆校合作行动，提供特色科普实践

服务，承办各类学生活动，丰富校内科学教育形式，增强学

生科技素质，培养科学兴趣；讲述科学家故事，弘扬科学家

精神。

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和人才优势承办党建和红色文化等

活动。在 2021 年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期间，承办了党建

专题活动三百余场上万人次。还拍摄了中核集团“强核报国

铸辉煌”MV、“让核工业精神代代相传”和“党领导下的中

国核工业”党课视频等。

三、已开展的合作

目前，已经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核工业科技

馆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在课程建设方面，部分学校依托中国核工业科技



馆丰富的资源构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积极探索跨学科主题

教育活动的内容及实施途径，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兴趣与

研究价值自主确定主题进行探究，以研究报告和剧目的形式

体现研究成果，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探究能力，效果

显著。

（二）在学生活动方面，部分学校利用科技馆独特的科

技教育资源，每年定期组织学生前来参观、学习，培养科技

馆小小讲解员，定期到科技馆开展志愿讲解活动。

（三）在党员教育方面，部分学校党组织组织党员教师

赴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党员通过参观文物展陈、实物模型

以及多媒体互动展项，学习核科技知识，了解核工业成就，

感悟“两弹一星”精神。周边学校会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

邀请核科技专家入校，为党员教师做主题报告，激励革命斗

志，弘扬奋斗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四）在旅游宣传方面，近几年房山文旅局面向市场推

出了学习教育红色游主题线路，线路中包含了核工业科技馆，

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关注。2021 年为核工业科技馆拍摄了实景，

在北京旅游网站红色旅游景区专栏展示，提升了核工业馆的

关注度。

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核

工业科技馆的合作。首先将中国核工业科技馆打造成为教育

系统党员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各类学习教育活

动期间，鼓励各党组织组织党员到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创

新设置爱国主义教育类课程，将核工业精神的弘扬融入到日



常课程体系中，将爱国主义教育时刻体现在人才培养中，将

思政课放在博物馆内，通过体验式、沉浸式的学习实践，提

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增强游客的获得感和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