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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粮税代用券
述说红色金融斗争史

泛黄的纸张，斑驳的油印，现存放在
鹤山市档案馆的鹤山粮税代用券，从容诉
说着那段红色金融斗争的悠悠往事，诉说
着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不变情怀。

据鹤山市档案馆副馆长张立新介绍，
这种粮税代用券曾在鹤山一带流通，虽然
只是短暂流通，却发挥着特殊作用。

记者查阅《中共鹤山地方史（第一
卷）》了解到，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
反攻阶段，粤中的人民武装在新会、高明、
鹤山等地蓬勃发展，逐步形成新高鹤解放
区。当时，国民党政府不仅军事上一败再
败，经济上也陷入崩溃，他们滥发货币以
致物价飞涨，迅速贬值的货币成为人们口
中的“湿柴”，人们拒绝使用“湿柴”，宁愿

“以物易物”。
为了保护群众不受剥削和压榨，恢复

和发展解放区的经济，1949年6月，鹤山
县第四区人民政府试点发行5种面值的
粮税代用券，用于群众购粮购物以及缴纳
税金。粮税代用券试点发行后，解放区政
府做了大量细致的解释、宣传和完善工
作，加之其币值始终稳定，很快，粮税代用
券受到了鹤山及周边开平、高明等地群众
的欢迎，市场效果良好，群众信任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也深信人民自己的货
币可以结束金融乱象。

据介绍，粮税代用券的流通成功抵制
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剥削，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了活跃市场、疏通贸易、稳定金融的
作用。粤中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在
经济上打了一场大胜仗。解放后，粮税代
用券停止流通，鹤山县人民政府以人民币
按相应比价全部回收。

“因为流通时间短且年代久远，保存
下来的鹤山粮税代用券实物档案比较
少。”张立新表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编纂地方党史以来，鹤山市档案馆经过几
代人的努力，通过民间征集和采访相关知
情人士，逐渐完善了粮税代用券的档案资
料。截至目前，有3种面值共4张鹤山粮
税代用券藏于鹤山市档案馆内。

利用数字化存档传播
让群众共享文物公共资源
“作为重要的红色革命文物，鹤山粮

税代用券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
教育意义。”张立新说，除了要做好红色革
命文物的保护工作，还要挖掘文物背后的
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让广大青少年
从红色革命文物中汲取精神养分，坚定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

纸质文物因其材质的特殊性，保护难
度也相应较大。为了更好地保护鹤山粮税
代用券原件，便于文物的传播和普及，鹤山
市档案馆对现存于该馆的票劵进行了数字
化存档，构建红色革命文物数据库，让更多
群众共享红色革命文物公共资源。

“把鹤山粮税代用券数字化，既可以
保护文物，尽量减少或避免接触、翻阅纸
质资料，避免人为破坏，又方便群众查阅
利用，在电脑上就可以查看，提高了效
率。”张立新说。

此外，为更好地保护和活化红色革命
文物，鹤山市档案馆在配合属地镇（街）修
缮革命遗址、还原文物真实面貌的同时，
积极挖掘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助力当地
党委政府打造爱国主义教育、中共党史教
育基地；通过图书、广播、视频等形式，将
红色文化以故事的形式传播出去。

张立新表示，接下来，鹤山市档案馆
将继续加强鹤山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的发
掘和宣传，讲好鹤山红色故事，不断完善
档案馆“存史、资政、育人”功能，提高公共
服务水平，发挥档案的公共性、开放性作
用，让红色文化走近群众。

为文物“穿”好保护衣
保护文物，利在千秋。红色革命文物不仅是革

命历史的见证，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载体。据了解，除了鹤山市档案馆，鹤山市
博物馆也悉心保存着一批红色革命文物。记者走访
该馆1楼的“鹤山故事——鹤山历史文化陈列”展
厅，顺着时间线索来到第五单元和第六单元展厅，看
到了该馆展出的红色革命文物。这些，只是该馆保
存的其中一部分红色革命文物。

据鹤山市博物馆馆长李锦飞介绍，目前，该馆共
有红色革命文物藏品约120件。“文物具有不可替代
性，红色革命文物作为一种历史印记和历史文化的
重要载体，对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具有重要意
义。红色革命文物更与特定的历史事件密不可分，
是人们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与民俗文物不同，红
色革命文物还具有普遍性低、数量少的特点，我们更
要好好珍惜与保护。”李锦飞表示。

近年来，鹤山市博物馆对标《博物馆定级评估标
准》，加强库房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做好文物可预防
性保护工作。例如，不断更新馆内藏品柜，购置安装
新式库房恒温恒湿机组、藏品消毒机等库房设备，同
时，不断完善馆内安防、消防、防盗、监控设备设施，
提高藏品管理水平，落实文物保护工作。

李锦飞表示，目前，鹤山市博物馆保存的红色革命
文物大多为纸质文物，保护纸质文物对库房储存环境
的温度、湿度、微生物、光照度等条件有着较高的要
求。“由于纸质文物容易出现脆化、发霉、虫蛀等问题，
修复难度较大，所以我们在收集到相关文物后的首要
工作，便是对其进行消毒，阻止文物老化降解。”他说。

此外，光照是导致纸张变质的重要因素，纸张在
光照下会发生化学作用，进而褪色、发黄、酥脆，加速
纸张的质变过程。对此，鹤山市博物馆对展厅做好
悉心布局，对相关展厅的采光、照明进行适当调整，
减少展厅内的紫外线含量。同时，对于珍贵的红色
革命文物藏品，该馆采取以复制品代替陈列的方式
进行展出，对红色革命文物做好做实保护工作。

接下来，鹤山市博物馆将进一步加强文物可预
防性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文物数字化管理，优化库
房基础设施，为文物“穿”好保护衣。

完善文物“个人信息”
红色革命文物是一台“红色留声机”，如何让文

物“发出声音”，向世人传递历史，需要科研人员对文
物进行深入研究，完善文物的“个人信息”。

近年来，鹤山市重视红色革命文物的保护与活
化利用，不断加大文博科研工作力度。“目前，鹤山市
博物馆内的红色革命文物藏品主要通过接受捐赠、
征集购买、移交、考古发掘等方式收集，在收集到文
物后，我们会向原持有人等进行采访，深入了解文物
的由来与历史渊源，并查阅相关史料，对相关历史进
行佐证。同时，对相关文物进行建档管理，不断完善
研究内容。”李锦飞表示，该馆还十分注重科研人员
的培养，定期派出科研人员参加红色革命文物研究
相关培训课程，丰富科研人员的知识储备。

让红色革命文物传递的历史内容更清晰、传播
范围更大，还需要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为红色文化宣
教提供载体。据李锦飞介绍，目前，鹤山市博物馆通
过开通“鹤山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并设立学术研
究专栏，下设“鹤山文物”“文物故事”等研究子栏目，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方式，为读者科普鹤
山市内不可移动文物、鹤山市博物馆馆藏文物知识，
提高鹤山红色革命文物的知晓度。

百闻不如一见，为此，鹤山市博物馆做好线下展
厅的建设，其中，以文物藏品为核心，通过情景复原
再造的方式，并辅以多媒体设备，结合鹤山本地文
化，因地制宜打造了“鹤山故事——鹤山历史文化陈
列”等多个展厅，精心布局展厅的陈列与摆设，并设
置较为详细的历史故事介绍展板，同时，配备了专职
讲解员，让观众在参观红色革命文物实物的同时，更
直观地了解鹤山红色历史，感受鹤山红色文化底蕴。

值得一提的是，鹤山市博物馆是江门地区第一
个推出虚拟全景导览系统的博物馆。早在2019年
底，该馆便入驻了腾讯“博物官”平台，并登上该平台
搭建的“广东文博智慧导览”微信小程序聚合页和

“广东文博地图”，观众可以通过这些多媒体平台轻
松实现线上游览展馆，获取文博信息。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红色革命文物的研
究，同时，不断创新红色革命文物知识的科普方式，
让市民特别是青少年更多地了解鹤山红色文化。”李
锦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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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旧址

昆东宋氏大宗祠（鹤山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共青团鹤山县特别支部旧址

中共鹤山西北区工委旧址

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政治部旧址

张怀楼

新鹤县工委旧址

方奕智烈士墓

梧冈革命烈士纪念碑

梧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级别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鹤山部分红色革命文物

★相关链接

近年来，鹤山市文广旅体局
加大红色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发展
的工作力度，积极做好文物保护、
文化挖掘、资料整理。一方面，加
大资金投入，近三年投入超 1000
万元用于红色革命文物的维护和
修缮，开展红色主题布置和教育
活动，让红色革命遗址等不可移
动文物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和活
力；另一方面，对红色旅游景点和
周边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打包”综
合开发，并开展文物普查，丰富红
色革命文物档案，进一步挖掘红
色文化内涵，讲好革命历史故事。

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黄柏军认为，红色革命文物蕴藏
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应保护与传
承并举。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
天，数字化建设对于文物保护工
作极为重要，同时，有关部门应加
强红色革命文物的宣传教育，讲
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在红色革命文物保护方面，
黄柏军建议做好文物普查工作，

建好建强红色数据库，对文物“家
底”做到心中有数。加大革命文
物保护资金投入，统筹推进革命
文物资源普查与研究、申报、认定
等工作，对革命遗址、革命旧址、
革命名人故居提质升级，完善革
命历史类纪念馆改陈布展的政策
支持，进一步强化革命文物保护
工作制度保障。

在红色革命文物传承方面，
黄柏军建议有关部门充分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推动文物展示利用
方式融合创新，拓展文物数字化
场景，开展红色革命文物数字化
体验，打造线上、线下博物馆，让
文物得到更好传播。此外，他建
议积极推动红色革命文物进校
园，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打造红
色革命文化教育阵地；完善红色
革命遗址相关配套，加大红色产
品开发力度，在展示手段和形式
上不断创新，打造精品红色旅游
线路。

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黄柏军

建好建强红色数据库
拓展文物数字化场景

“它有效抵御了反动派敲骨吸
髓般的掠夺和盘剥，助力解放区经济良性

运转，小小纸券的背后是不见硝烟的战场。”近
日，央视《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栏目聚焦鹤

山粮税代用券，让红色革命文物再次走进大众视野。
事实上，像粮税代用券这样的红色革命文物在鹤山还有许多，它

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接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据鹤

山市文广旅体局不完全统计，鹤山市现存红色革命文物129件
（个），其中一般不可移动文物4个、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6个。

红色革命文物是历史、是记忆、是传统，是新中国的重
要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新时代，

鹤山市如何做好红色革命文物的保护和活化工
作，讲好红色故事？记者就此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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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鹤山县第四区人民政府试点发行5种面值的粮税代
用券，用于群众购粮购物以及缴纳税金。图为鹤山市档案馆馆藏的粮
税代用券影印版。

鹤山市档案馆不断完善“存史、资政、育人”功能，让红色文化走近
群众。

在鹤山市博物馆“鹤山故事——鹤山历史文化陈列”展厅，展出了
部分红色革命文物，并设置了较为详细的历史故事介绍展板。

宋氏大宗祠通过文物展示宋氏大宗祠通过文物展示、、党史党史
教育视频教育视频、、展板展板，，多方面多方面、、多角度讲述多角度讲述
鹤山红色故事鹤山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