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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是统一部署、规范要求。普查中采取全面普查与重点调研相结合，以县为单位
，乡镇普查摸底，县党史部门集中编制、整理、把关的方式进行。各县、市、区严格按照统一的格式
、文字、图片、文本保存和上报资料，做到了规范、统一，以便于今后利用和保存，并统一整理成册
，完成了遗址的上报工作。 二是历史资料互证互补。普查中，坚持实地调查与档案核查相结合，文字
资料与口述资料、图片资料、音像资料等相统一。各县、市、区领导组及党史部门工作人员带领普查
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基层进行实地督查指导。积极走访老战士、老同志、老干部，了解革命遗址的形
成和历史经过；有的还到档案、民政、史志、文物等部门杳阅资料等。通过查阅档案和历史文献资料
，对各县、市、区上报的普查资料逐一进行核实与考证，力争保证革命遗址史实的真实性，力争保证
文字的规范化，并进一步了解全市革命遗址遗迹和纪念设施等基本情况。 三是领导组不定期到各县、
市、区革命遗址所在地进行督导、检查，详细了解普查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帮助普查人员解
难答疑，鼓励大家要发扬革命传统，本着对历史和革命先驱、先烈认真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普查调
研工作。 二、革命遗址普查结果的总体概况 自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开展以来，普查人员顶烈日，冒酷
暑，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到革命遗址现场进行调查、拍摄、测量，本着对党和历史高度负责的工作
态度，本着对革命先辈无比崇敬的精神，认真细致地进行普查。截至2010年底，全市普查上报遗址总
数308处，其中城区22处、泽州63处、高平87处、阳城63处、陵川35处、沁水38处。 按照遗址类别分：
革命遗址279处，其他遗址29处。革命遗址中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140处，占革命遗址总数
的50.2％；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地61处，占革命遗址总数的21.9％；革命领导人故居11处、烈士
墓7处、纪念设施60处，分别占革命遗址总数的3.9％、2.5％、21.5％。上述遗址中，有损毁遗址24处，
占上报遗址总数的7.8％。 按照保护级别分，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7个，占革命遗址总
数的2.5％；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5个，占1.8％；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12个，占4.3％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21个，占7.5％；未定保护级别的革命遗址240个，占总数的86％。 按
照利用级别分，革命遗址中已被列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6个，占总数的2.2％：市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17个，占6.1％；市级党史教育基地4个，占1.4％；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7个，占6.1％；未定级
别240个，占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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