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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先贤，创建红色文化馆园

杨金玉，垣曲县新城镇人，年届七
旬。他年轻时在县造纸厂做过工，开过
车，当过厂长。后来企业改制，厂子破
产，他从头再来，凭着自己的努力，开办
了垣曲县舜宝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做得风生水起。按说此时的他已经无
需再为生计所累，尽可以守住本分，享
受悠闲淡定的日子，但他坐不下来，又
为自己制订了新的人生目标，去做更有
意义的事。

他出生于革命家庭。父亲杨寿年
15岁参加革命，在大西北解放宝鸡和兰
州的战役中出生入死，后又跨过鸭绿
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著名的上甘
岭战役，同美军浴血奋战。父亲硝烟弥
漫的军旅生涯和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
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他对英雄一般
的父亲充满了敬仰。他的舅父牺牲在
解放战场上，是光荣的革命烈士。长大
后的他，了解学习了许多解放军战士为
国捐躯的事迹，懂得了是先烈们用血肉
之躯为我们筑起了新的长城，是他们用
鲜活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后来人一定要记住千千万万革命
先驱，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他说。

杨金玉的公司在天盘山地带，这里
是革命老区，是中条山战役主战场之
一。经常在山坡上能见到当年战争遗
留下来的残迹和弹壳、炮弹皮，他心里
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这里不仅是山
水秀美的风景胜地，还是当年革命战
争的热土，更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
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理想基地。念头
一产生，他便开始筹划新的事业，并一
发不可收。

2007 年，杨金玉在天盘山下的望
仙革命老区投资创建了“革命老区纪念
馆”。2012年，他又倾资在天盘山南麓
的民兴村筹建“中条山抗战纪念馆”，后
续又建起了“民兴烈士陵园”，还有再后
来开发的“中条山抗战体验园”。他的
事业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赞扬和认可，

“两馆两园”成为运城地区乃至三晋大
地有名的党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
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国防教育的基地，在
红色文化的传播方面发挥出无可估量
的作用。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抗战老
兵及其后裔、退伍老兵、现役军人、机关
干部、青年学生，以及旅居海外的侨胞
和爱国人士来这里参观、瞻仰和祭奠，
人次多达二十几万。

十多年来，杨金玉为创建“两馆两
园”付出了许多。为寻一枚炮弹，他和
同伴在夏县的深山丛林里整整跑了三
天三夜；为了一把与中条山战役有关的

“中正剑”，他不惜重金，三次跑到湖南
登门收购；为了复制一张华北军民作战
要图和有关资料，他亲自跑到台湾历史

博物馆……十几年来，为搜集有价值的
历史资料和实物，他跑遍了大半个中
国。“两馆两园”建成了，而他一生的资
产也基本全部耗尽了。

杨金玉自投资金创建红色文化馆
园，免费为公众开放，免费为参观者提
供茶水和无偿服务，对抗战老兵和他们
的后裔更是给予特别的优待，一律免费
用餐和招待。别人问他，这是为了什
么？他说：“我出生在革命军人家庭，深
知先辈们创业的艰难。我们和后人不
能忘记他们，要把他们的光荣传统和革
命精神发扬光大。这是我的初心，更是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杨金玉的善举使他赢得了诸多荣
誉，先后被评为“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
进个人”“2017‘感动山西’十大新闻人
物”“山西省国防教育先进个人”“山西
省爱国拥军模范”“山西省理论宣讲先
进个人”“运城市爱国敬业劳动模范”

“运城市优秀共产党员”“2022运城最美
科技工作者”“运城市最美家风传承人”
等。

全家齐心，支持红色文化事业

杨金玉老伴叫宁爱玲，说到丈夫的
事业，她颇为感慨。虽然抱怨过他，嫌
他放着清闲的日子不过，累死累活自讨
苦吃，但并不阻拦他，知道他是个有主
见的，认定了的事三驾马车也拉不回
来。她知道杨金玉做的是正事、好事，
是对社会有益的事，应该支持才对。所
以，宁爱玲就把家事全部都揽在了自己
身上，不让丈夫分心。

“纪念馆在大山里，离家五六十里
地，他三五天也不回来一次，即使回来，
也是晚上到家，天不明就走了。他的心
在山里、在纪念馆。”

“那些年，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资
到纪念馆去了，一时间家里很难从困顿
中摆脱出来，一家人不得不节衣缩食，
过起了与他经理身份极不相称的紧巴

日子，有时我连鸡蛋都舍不得多买。”
“最困难的时候，老人看病要花钱，

孩子上学要花钱，他出门连件像样的衣
服都没有。就连弟妹等一众亲人也不
敢放开手脚花钱，也过起了计划经济的
日子，考虑在他需要的时候为他分忧解
难。”

宁爱玲和杨金玉结婚几十年，相濡
以沫，相敬如宾，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作为一个坚强勤劳的女性，她在锅碗瓢
盆、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里，孝老敬亲，
相夫教子，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为杨金
玉的事业付出了看不见的牺牲和努
力。杨金玉的事业有自己无私的奉献，
同样也有宁爱玲默默无声的付出。军
功章有他的一半，也应有宁爱岭的一
半。

杨金玉的子女和亲属同样给予了
他力所能及的支持。自 2007 年“革命
老区纪念馆”免费开放以来，孩子们就
成了馆里的义务讲解员，每到节假日，
他们就到山上给爸爸当帮手。他们拿
着厚厚的资料背呀练呀，从开始跟在父
亲身后听讲，到走到台前向参观者讲
述，那些感人的红色故事在教育参观者
的同时，也教育着他们，在他们的心中
播下了红色的种子。

参加工作以后，几个孩子仍一直心
系着父亲的事业。大女儿在运城，一家
三口每到假日就赶回来到纪念馆帮忙
做事。二女儿在北京，每次打电话第一
句话就是：“爸，你还有钱吗？”为了纪念
馆的顺利运转，她前后投入了200多万
元。小儿子在太原，只要回家，第二天
必上山到纪念馆做事。两个馆里四个
沙盘的制作和布局拼图就是儿子的功
劳。杨金玉的三妹夫和弟弟也会时不
时到馆里帮忙干这干那，就连 80 岁的
老母亲也经常到馆里看看，说：“我娃这
些年真不容易，妈支持你……”

杨金玉说：“创建‘两馆两园’18年
间，我的亲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了我莫
大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理解、包容和

支持，我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红色文化
的挖掘、研究、宣讲和展示工作中。家
的力量始终是我能走到今天的坚强后
盾和支撑。”

基因传承，弘扬赓续红色家风

杨金玉家庭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庭。一家人团结向上，和睦相处，用实
际行动践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家
规家训，共同建立起一个幸福温馨、充
满正能量的红色家庭。他们对兄弟亲
属至亲至爱，情同手足，对邻里朋友以
诚相待，伸手互助。大家都称赞他们的
家既是五好家庭、劳动家庭，又是红色
家庭、革命家庭，是劳动人民家庭的模
范。

杨金玉的三个孩子从小受到红色
家风的熏陶和教育，小小年纪就立志，
要做有理想、有志气的红色接班人。他
们学习优秀，考学读研，个个出类拔萃，
早早加入了党组织，成了光荣的共产党
员，去年刚进门的儿媳妇也是共产党
员。有纪念意义的是，儿子杨锋是在
2021建党100周年时入党的，而杨金玉
又在该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中荣获“山西省
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杨金玉的几个孩子工作以后，都表
现出色。父亲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父
亲的努力和拼搏是孩子们心中不言的
教科书。参加工作以后，他们谨遵父
教，爱岗敬业，不怕吃苦，努力上进，积
极进取，在自己的事业中都作出了不凡
成绩，获评优秀员工。三个孩子的优秀
都是家教、家风培养的结果，是整个家
的骄傲。

小到杨金玉的五口之家，大到他和
兄弟姊妹的五个家庭，大小31口人，就
有11个党员，真正是充满正能量的红色
之家。祝愿这个红色之家欣欣向荣，天
天向上，让他们的红色家风永不褪色，
代代相传。

在垣曲县新城镇有这样一家人，幸福温馨，团结向上，每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

男主人自投资金创建红色文化馆园，免费为公众开放，免费为参观者提供茶水，对

抗战老兵及其后裔更是给予特别的优待……

女主人在后默默支持，把家事全部揽在身上，孝老敬亲，相夫教子，任劳任怨，无怨

无悔……

儿女们个个优秀，小小年纪就立志要做红色接班人，长大后工作中争先评优……

这便是“山西省五好家庭”的杨金玉家庭。

杨金玉家庭：““红色馆长红色馆长””的红色家风的红色家风

▲幸福 ▲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