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观王进喜纪念馆的心得体会(通用8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心得体
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
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参观王进喜纪念馆的心得体会篇一

x月x日下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参观周恩来纪念馆，瞻仰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感受总理那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令人尊崇
的恩来精神。

周总理在中国历史和人们的心中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
伟大的人格、光辉的形象将永远深深的印刻在所有中国人的
心中。他的一生追求与奋斗，都是为了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
幸福，他为了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总理虽然不在我们的身边，可是恩来精神却永远长存，恩
来精神的核心在于：公正无私、胸怀坦荡、坚守朴实、追求
崇高，我们只有充分理解才能真正感悟恩来精神，才能传承
并发扬恩来精神!恩来精神激励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以周恩来总
理为榜样，自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把
“坚守朴实追求崇高”的淮师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学习、生活
和工作中。

作为学生，实践恩来精神，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学习，学业有
成。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努
力认真的学习提高专业技能，为自己以后的就业之路打下坚
实的基础。大学里面的学习，一定要有持之以恒的自学能力，
不能单纯的依靠老师教学，而是要自己去阅读大量的书籍，
充实自己的知识面，加强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



作为学生，实践恩来精神，我们要做的是提高自己的辨析决
策能力。思维是朵美丽的花，在大学里我们需要自主的思考
解决问题，提高自己的辨析决策能力。人的思维活动是丰富
的，我们不仅仅要学会思考问题，还要提高辨析问题的能力。
应用辨析能力时需要分析问题的本质，要考虑事情的前因后
果，要考虑到解决矛盾的关键，要想到为什么和怎么办，采
取有效地措施解决矛盾。决策的时候要经过深思熟虑，不能
够冲动和意气用事，要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出明智的决策。

作为学生，实践恩来精神，我们要做的还有积极参加学校里
的各种活动。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能够丰富我们的课外时间，
提高我们的口语与交际能力，同时有利于培养我们热情开朗
的性格。参加活动重要的不是最后的获奖情况，重要的是我
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很多，懂得了很多，是使自己得到很
好的锻炼。在参加活动中，我们同时也能够了解举办活动的
流程与组织，提高自己对活动的理解。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时刻以周总理为榜样，以恩来精神鼓
舞激励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学业
上刻苦钻研，在活动中积极参与，在实践中充分锻炼自己，
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争取做一名新时代的优秀青年。

参观王进喜纪念馆的心得体会篇二

我们来到兰考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
和展品，生动再现了焦裕禄同志当年艰苦的成长过程和革命
经历，特别是焦裕禄同志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展览部分，再现
了焦裕禄同志访贫问苦、带领群众同自然灾害作斗争、发展
经济的动人场面，真实反映了焦裕禄同志艰苦奋斗、勤政为
民的感人事迹。讲解员对焦裕禄先进事迹的进行了详细介绍，
同志们都被焦裕禄同志牢记党的宗旨、艰苦创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感动，大家深受教育，尽管现在我们所
处的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但焦裕禄同志忠诚党的事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前外汇改革正在深入进行中，外汇管理大力推进简政放权
及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实行五个转变：从重审批转变为重
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逐步转变为重在事后的管理;从重在
管理行为转变为对主体进行监管;从有罪假设转变为无罪假
设;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成效体现在便利化方面，根
本上体现外汇管理服务企业服务居民上来。我们要以这次参
观学习焦裕禄纪念馆汲取精神动力，像焦裕禄那样一心为民、
真抓实干、敢于担当、科学求真、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投身
到外汇管理改革当中。

一要弘扬焦裕禄艰苦奋斗克难攻坚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外汇
管理体制改革。当年焦裕禄同志为改变兰考的贫困面貌艰苦
奋斗精神，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今天我们改革
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有信心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取
得外汇管理改革的胜利。

二要像焦裕禄同志那样一心为民。外汇管理部门涉及到千家
万户企业和个人。我们要提高窗口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
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当天能办的事绝不拖到第
二天。

三要发扬当年焦裕禄骑自行车下乡的精神开展工作，深入企
业调查研究，了解企业知道企业的状况，为企业提供针对性
服务。，目前我们已对新设进出口企业开展现场辅导和10家
企业建立了重点联系单位。

四要学习焦裕禄同志廉洁奉公勇于担当的精神，加强对外汇
银行的监督管理。外汇管理改革后，外汇指定银行代位管理
越来越多，外汇银行的经营的合规性是关系到外汇改革的重
要一步，我们要严格按照总分局的要求保证外汇银行经营的
合规。



参观王进喜纪念馆的心得体会篇三

早上，老师要带我们去叶挺纪念馆。我们排着长长的整齐的
队伍从学校出发了。踏过天桥，穿过山洞……我们终于到了
叶挺纪念馆。

我们首先来到了叶挺将军被关押的地方。屋子矮矮的，黑黢
黢的。里面的家具很简陋：只有一张很简陋的床，一张破桌
子，几把要散架的椅子。墙角还摆放着一些农具。

当年，叶挺被关在这儿，他的夫人李秀文、儿子叶新华、女
儿叶杨梅都曾住这儿。当时周围的人知道被关押的是叶挺将
军后，都纷纷来到这里，和他一起谈心。他经常教人们识字。
看这样一位友好的将军，人们更加羡慕他了。

登上几十级台阶，我们来到了叶挺墓前。两旁长着高大青葱
的柏树。他们在风中一动不动，仿佛也在向叶挺将军默哀。
我们默哀后，全体同学诵读了叶挺的《囚歌》。在诗歌内容
中，我们感受到了叶挺将军那视死如归的精神。

最后，我们该返校了，我回望那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纪念馆，
不禁肃然起敬。

参观王进喜纪念馆的心得体会篇四

通过参加招待所组织参观《二七》纪念馆，使我们对历史更
深的了解;什么是《二七》精神?怎么在当今社会更好的运用?
在即平凡又具体的基层工作中如何去体现等等，都值得我们
认真思考与解读。

----年2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京汉铁路工人发动
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大罢工。它凝全国劳苦大众之心声，
荡涤着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和刲建军阀当局，工人们用鲜血
和生命在历史的丰碑上刻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从真正义意



上开创了寻求中国革命运动正确道路上的探索，对中国工人
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也充分
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积极坚强的战斗品质和不
怕牺牲的彻底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中国工人历史上写
下了光辉的篇章。

参观学习《二七》精神，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各阶层人
民历经艰辛探索的国家出路，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道路。也正是因为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中国才从根本上
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刲建的社会，为了国的繁荣富
强和发展扫清了根本的障碍。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才有了
历史性的进步和世界公认的巨大发展。因此，继承和发扬中
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促进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领导的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在国内
外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周恩来曾高度评价《二七》革命斗争
为"中国大革命前的一次启蒙运动〃。《二七》革命精神始终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光荣旗帜;《二七》英烈的名字和精神，
伴着祖国今天的繁荣富强，巍然屹立在共和国历史长河中。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不忘历史，努力
工作，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事情。无论做什么工作，
在什么岗位都要有强烈的责任心，还要有一丝不苟的工作态
度去胜任和优质完成日常工作;为办事处的发展建设添砖加瓦，
注重团队合作互相尊重，注重工作效果和质量，将《二七》
精神继续发杨与传承。

参观王进喜纪念馆的心得体会篇五

“多帮助人民做点好事，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时刻萦绕在我的耳畔。我终于明白了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意义。
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雷锋精神应该是一个永远不
可泯灭的历史丰碑，需要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传承并发扬。

此次参观展览，通过纪念馆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述和那些珍
贵的历史照片，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这是一个多么光
彩的灵魂，这是一个多么无私的生命。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
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这是
雷锋日记中的一部分。身为丹东银行的一名员工，我们只有
把自己的发展和丹东银行整体的发展融和在一起的时候最有
力量。我们要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先导，做“银行软环境”
建设的排头兵，像雷锋那样把自己生命的每一分热、每一分
光都无私地奉献给我们的客户，用真诚的心为客户办理业务。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银行业
也是服务业，决不是靠一时的热血和激动，而是坚持不懈，
始终如一。要象雷锋一样，踏踏实实、尽职尽责地工作，像
螺丝钉那样，钉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对所从事的每项工
作要精益求精，并在实践中刻苦钻研业务，努力争取最好的
成绩。

雷锋，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他的
精神正引领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崭新
的风貌创造着华夏民族更加辉煌的历史。让我们本着无私奉
献，求实创新，诚实信用，优质服务的理念，让雷锋精神这
一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丹东银行的发展锦图上花团锦簇，
万世流芳。

 



参观王进喜纪念馆的心得体会篇六

革命烈士陵园内松柏环抱、绿荫满园、安静庄严，宛若我们
今天参观烈士陵园得心情————肃穆、感动。

烈士，一个让人敬佩又感动得词语。生活在和平年代得我们
似乎已经遗忘了这个词语，美好而安逸得生活让我们心中很
少有激情。但那天得参观，让我们得血液再次沸腾。

几十年来，革命先烈得奉献精神已深入人心，这种奉献精神
体现了中华儿女得精神风貌和革命斗志，我们在烈士墓前鞠
了躬，那不是普普通通得一鞠躬，那是充满敬意得充满情感
得一个弯腰。我们献了花，那是凝聚着我们无限情感得一束
鲜花，或许先烈们也在看着我们，这样一代新中国得中华儿
女，如何来完成他们未完得使命。

生命得意义在于奉献，生命更崇高得意义在于为人民付出自
己得一切，乃至生命。朱瑞将军，赵一曼，杨靖宇同志，无
数叫上名得，叫不上名得都让我们震撼了。烈士永生、浩气
长存！我曾怀疑过人得永生，但当乐观豁达，坚定得信念无
私得奉献精神汇聚到一个人或一群人身上时，那便是永生。

烈士们已经离开了我们，解读他们，只能通过一块块碑文，
一座座坟墓。从他们附近走过，仿佛接受了人生得洗礼。此
次学习升华了我们得精神世界，我们真切得感受到革命先烈
们得英雄气概，深切体验到今天生活得来之不易。

无数得革命先烈们——您好！我们在向您们真诚得瞻仰，我
们更会永远地向您们——学习致敬！

参观王进喜纪念馆的心得体会篇七

本着学习先烈事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的宗旨。作为新时代的革命青年的09机制3班班委于4月25日



组织全班同学参观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革命军官学校遗址——
黄埔军校(广州市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周日早上，也许是天公作美，连续几天来的大雨突然般地消
失了，换之以阳光明媚，微风习习。我们班的同学带着一份
喜悦，掺着一丝陌生，和着一份崇敬，携着一缕情丝，怀着
一滴好奇，摸索着踏上了黄埔军校之旅。

黄埔军校，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令人神往的革命基地，
让我向往已久。我父亲是个善良的上辈子的人，出生于解放
战争后的贫苦年代，不过对历史和革命有充足的见识。我们
几兄弟经常从其口舌中听到很多关于黄埔军校的故事。在电
视上也频频领略到黄埔军校的风采。久而久之，黄埔军校在
我幼小的心灵中就开始萌芽!

黄埔军校，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名字，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
地方，因其岁月的峥嵘，培育了一批批时代的精英，创造了
一个个历史的辉煌。更因其精神的伟大，为了中华民族的生
死存亡，南征北战，戎马一生;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奋斗不
息，百折不挠。一直以来，以为遥不可及的黄埔军校竟离我
们这般近。半个小时的地铁和近10多分钟的步行行程我们就
来到了黄埔军校的必经之地——鱼珠码头。

每人花5毛购一票，过关斩将，次第登上即将出发的客船。

第一次坐船，满是好奇与新鲜。喔!“一江春水向东流”，终
于目睹了奔腾不息的珠江水。浑浊的液体一如既往地向大海
方向流淌着。一种“源远流长”的沧桑感在我心头荡漾。这
江水啊，不知流了多少年日，见证了多少惊心动魄的事件。

随着一阵阵轰鸣声，客船在江面上缓缓地游荡了起来。江面
上迎面送来一股股的凉气，软软温柔地抚摸着。心中荒谬地
想到如果能在江边生活那该多好呀，也许黄埔军校就是哺育
在珠江水畔的辉煌与伟大。



江边散落着一排排高耸的码头，泊着一列列的船只。也许是
年代的久远，不少船只已经退伍，被遗弃在码头的深处。看
到这些，猛地头脑一片空白。古人寄情山水，豪情万丈。逝
者如逝夫，不舍昼夜。也许人生也像那样，随着时光的流逝，
渐渐变老，不中用的话就惟有被弃置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
方。

离开客船，我们胜利登陆了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创办于1920xx年5月，位于广州市东南20公里珠江
中的黄埔长洲岛上。而今，粉刷修缮后的黄埔军校依然绽放
出它独特的魅力。

当我们步入大门的那一刻，我们就浓烈地感受到在战火硝烟
滚滚黄沙留下的历史。

大门门额上鲜明而有力地题写着“黄埔军校旧址”几个大字。
门口站着两位挺着笔直身躯而纹丝不动的身着海军制服的战
士。不时有一两个军人迈着健步经过，从他们矫健的身影和
墙壁上醒目的标语中，依然可以让人感到这座昔日军校特有
的气质。

沿着蜒蜿的水泥路向前进，在阳光的照耀下，道路显得格外
的清晰，一棵棵古树站立在路的旁边，粗大茂盛的枝杆遮天
蔽日，路就像游动的巨蛇似的穿插在一棵棵古树之中，而人
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

不一回，走进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
排灰色整齐的南方特色的楼群。再走近一看，白底黑字
的“陆军军官学校”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的牌匾高挂在欧陆
式的白色大门上，虽不华丽，却简单中透着庄严与肃穆。门
前有两个哨岗，后面的两间房子是卫兵室，以前卫兵每天轮
流在这里站岗放哨，执行警戒任务。



校门的两侧围墙上分别刷着“革命尚未成功”和“同志们仍
须努力”的白色大字。不经意间，思维恍惚飘向孙中山那颗
伟大的心停止跳动的那一刻：20世纪中国的第一位伟人——
孙中山革命目标实现未遂，病榻上弥留之际的他给满目疮痍
的故国和多灾多难的同胞留下了最后的遗言，给中华民族寄
予最激越也最沉重的声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须努
力!”鼓舞而又不失力量，给死者以安慰，生者以使命!

刚进校门的一个侯等间的两侧墙上题着一副对联，上联
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是“贪生怕死，勿入斯
门”，横批是“革命者来”。它真实地表达了军校师生投军
报国的心愿。

校本部建筑面积很大，建筑别具一格，是两层砖木结构，三
路四进，即三条主要通道，四排房舍。在南北走向的中轴线
东西两侧，房舍排列的形式一致，且相互对称。四排房子之
间以走廊连通，漆上油棕色的走廊明亮雅致。校本部四周有
围墙。整座建筑宁静幽雅，自成一体。楼底层有个天井，天
井中设有两座荷花池。池中没有荷花，代之以一群可爱的红
色的鱼，我们几个人还为池中鱼的种类而争得面红耳赤，呵
呵，青年人好胜、好斗之心十足。

走进房舍，即纪念馆，内部墙壁上陈列着许许多多的油画，
照片和纪念品雕像，黄埔军校各期学员的主要事迹从中一目
了然。

来此参观的人很多，有学生，其他游客，不一而全，但是绝
没有大街上的吵闹，反而静静的，脚步放得也特别的慢，从
他们迥迥的目光中可以看出此时他们的心情是何等沉重。

我们在导游的带领下，一边听导游解释各张照片，人物塑像，
聆听他们动听而感动的故事，同时也一边在温习以前学的中
国近现代史!把抽象的历史与亲身的实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不愧为学习方法之中的好方法!



想当年，无数革命先烈金戈铁马，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
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一独立，不惜献出一个人一生中仅有的
一次生命。看到他们的生命长度：23岁，26岁，28岁，33
岁……哀，真是英年早逝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正值青春
年华，风华正茂，就告别了，岂不悲哉!

在众多的展览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校本部二楼校长会
客厅中的一副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首次看
到此句诗，不禁赞美此人生之壮景。其视野之高远，心胸之
宽广，让我不得不产生景仰之情。而挥戈北上，征战沙场，
立马定中原，又是无比的自信乐观。其雄心壮志，如日月之
明，恰似天地之大。实在难以用言语文字来表达。然而立该
诗在此作为警言的人是谁呢?万万不能想到的正是校长蒋中正
同志，乃人中豪杰也。

这副对联很工整，也很有气势，表达了他立足黄埔，北定中
原，统一中国的抱负，同时又抒发了革命情怀，深得游客的
景仰钟爱。

经过一位老者的解释，才真正明白此诗的背景以及其背后的
故事。蒋中正与孙中山的斗争合作经历不得不让我震惊颤粟
不已!蒋孙两人既是同事与朋友，又是敌人与对手。军校能够
有这两位顶天立地的风云人物，真是时势造就英雄，黄埔军
校人杰地灵呀!

带着一份豪情壮志，离开了黄埔军校校本部，一转身又来到
了其附近的孙中山故居和纪念馆。

孙中山先生故居是一座中西结合的两层洋房建筑，墙上嵌
有“孙中山先生故居”牌匾。

楼内举办“孙中山先生在广东革命活动的图片展览”和“军
校校史陈列”。在这里大家可以比较详细地了解到孙中山先
生的一生功迹和军校的整段历史。



来此瞻仰参观的人也不少，他们脚步放得特别慢，看得特别
地仔细，接连着按动手中的相机，恨不得把整个故居中的东
西一股脑儿地拍下来，以后再慢慢品味。

也许很多人都在深思与回味，一代伟人孙中山的在这平凡的
小楼里面创造出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可见其重大历史意义。

观看孙中山故居的人都会来到纪念碑身前瞻仰一会。纪念碑
正面刻有“孙纪念碑”六个隶体大字，碑身背面刻有像赞，
西面刻有训词。

碑上孙中山先生铜像身穿西服，左手叉腰，右手前伸，面向
大众，神采奕奕，宛如他正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述“三民主
义”的原理。人们一看到铜像就自然想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和
伟大的一生。

在纪念馆中停留片刻后，我们前往了海军烈士陵园。陵园在
绿叶斑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地幽雅。烈士墓前整齐地放着些
白色的花，旁边的古树无语，但让人觉得像是在讲述着炮火
连天，血撒沙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迹故事。然而谁又曾
想起战场上昔日的拼杀，无畏的冲锋的壮烈。

经过珠江之滨，我们顺便参观了东征烈士墓园。园内设有
个“东征史迹陈列室”，室内详细展示了军校师生在两次东
征等战役中的光辉业绩。整座东征烈士墓青松翠柏，绿树红
花，亭台点缀，环境幽静。东征烈士墓园还有一座北伐纪念
碑。

带着沉重的心情不知不觉来到了军事武器展览馆，偷偷地从
大门的门隙中往里面窥看，可见到里面有真正的坦克，飞机
等军用武器，模模糊糊看不过瘾，意犹未尽欲内进，但经了
解得购10元一票才允许内进，身上没有多余的钱，无可奈何，
惟有长叹一口气后转身离开。



顺着江边的一条林荫道一步步向上走，太阳已经开始西斜，
预示着时间不早了风们得离开军校了，虽有丝缕的不舍与眷
恋，我们是走出了军校的一个侧门。站在码头的高处，眺望
远方：江水依旧潺潺向东奔流;辽阔的江面，巨轮往驶;浩茫
神舟，军校岸然。彼岸群楼林立，竞争高;此岸古树苍苍，枝
叶盛。昔日的兵荒马乱，民不聊天，早已烟逝。今日的万里
锦绣河山，明天会更加美好!

乘船原路返回，尽管累得很，但每个人心里面都莫名其妙地
产生一份豪情壮志。这也许是一种对军人先烈的敬仰，一种
对伟人壮士精神的共鸣!

随着一声声“嘟嘟嘟”声在耳畔拂过，黄埔军校的故址慢慢
模糊在我们的视野。渐渐离我们远去的身影并不代表着一代
的黄埔精神的流逝，也不意味着对黄埔旧址的淡忘。一幅幅
震撼的记忆画面，虽然有些微黄，却在记忆的旋涡里徜徉，
清晰如初。黄埔先烈的壮举，由时光沉淀为一种精神。泽被
当代，启明后人。黄埔军校所迸发出的亮光，会代代相传，
久久相存!

回望黄埔军校这座古老而苍桑的陆军学校，它让我们更加珍
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参观王进喜纪念馆的心得体会篇八

我对赵一曼很好奇，因为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解放军
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
物”评选活动中，赵一曼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那么瘦弱的女子怎么会在中国十
几亿人中被国家排为前100位呢?但当我看完赵一曼纪念馆的
介绍时我想到一句俗语：巾帼不让须眉，就是在说她吧。赵
一曼纪念馆是介绍中国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事迹的纪念馆，
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山腰的翠屏书院。创办于----年5月，



原名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事迹陈列室。

纪念馆占地3120平方米，建筑面积547平方米。设有展室3个，
陈列展出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董必武、宋庆龄、陈毅等人
的题词，赵一曼从事革命活动的文献资料，以及赵一曼在东
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事迹。还收藏了有关赵一曼烈士的实
物171件，照片706幅，各类文献资料、题词等200余件，其中
一级品10件。纪念馆内共设有三个展厅和一个宜宾地方陈列
室。

第三展厅介绍赵一曼在东北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参加东北抗
日联军英勇杀敌的光辉业绩及被俘后英勇就义的悲壮情景。

馆前树有赵一曼的汉白玉雕像，馆内陈列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题词。陈列反映了赵一曼成长经过和她在东北地区开展工
人运动特别是在抗日联军中英勇战斗的业绩和临难时的英雄
气概。

看完出来心潮澎湃，和朋友们到附近参观，突然觉得要多宽
广的心胸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再次对过去的那些共产革命者
燃起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