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暑期社会实践感悟(汇总6篇)
一个好的公司宣传语可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较
为完美的公司宣传语需要具备吸引力，能够抓住受众的注意
力并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接下来是一些脍炙人口、形象生
动的公司宣传语案例，希望能够给大家灵感。

暑期社会实践感悟篇一

张氏帅府是东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名人故居，2004年列为
国家aaaa级景区。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导游词，希望对大家有
帮助！张氏帅府导游词1

欢迎大家来到这!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叫我小x。
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少帅府巷48号的大门两侧，挂着“张学
良旧居陈列馆”和“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两块牌子。这
个由青砖高墙围起及东侧、东南侧的建筑群，就是著名的爱
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的故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张氏帅府。

张氏帅府，又称“大帅府”，或“少帅府”。是奉系军阀首领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和其长子，“千古功臣”
张学良将军的官邸和私宅。张氏帅府之所以这么引人注目，
不仅仅因为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代名人，他的建筑本身也非常
壮观，既有中国传统的建筑特色，也有欧洲优秀建筑的风韵，
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张氏帅府建筑群，从1914年开始兴建，到1933年，逐步形成
了由帅府中院、东院、西院和院外四个部分组成的风格各异
的建筑群。张氏帅府总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2.76万平方米。该建筑群的产权归张学良将军私人所有。
由沈阳市人民政府委托房产部门代管。1985年3月，沈阳市人



民政府将张氏帅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2月，辽
宁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7月，国家建
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文，把张氏帅府建筑群列为全国优
秀近代建筑群之一。1993年8月，辽宁省政府向国家申报、要
求把张氏帅府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12月，辽宁省政府成立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经精心维
恢复原，张氏帅府基本恢复原貌。并先后举办了《干古功臣
张学良将军业绩展览》和为张将军八十八寿辰、九十寿辰祝
寿书画展览。部分房间复原展览，也于9月中旬全面对外开放。

张氏帅府导游词2

欢迎大家来到这!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叫我小x。
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楼宇林立，庭院相连。放眼望去，雕梁画栋的四合院、
水榭亭台的帅府花园、恢宏气派的大青楼、欧式风情的边业
银行、帅府办事处、红楼群以及小巧雅致、中西合璧的小青
楼、赵一荻故居，错落有致，交相辉映。充满浓郁民国文化
特色的张氏帅府博物馆，以其恢宏的建筑、精湛的装饰艺术，
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赢得了“东北第一名人故居”的美誉。

张氏帅府博物馆自1988年对外开放以来，规模不断扩大，现
已发展成为融张氏父子研究、金融研究展示为一体的综合博
物馆。现有展出面积8000平方米，展线长达2000米，对外展
出文物七千余件，基本陈列“百年张学良”、“张作霖与张
氏家族”展览，全面展示了张氏父子两代不同的人生经历;张
作霖办公室、张学良办公室、东北政务委员会、老虎厅、小
青楼、赵一荻等一系列复原陈列展览，记录了张氏父子鲜活
的生活片断和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在原张氏父子私家银行——边业银行基础上建立的沈阳金融
博物馆，是全国同类博物馆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展



示形式与观众参与项目最多的专题博物馆。其主题陈列“走
近金融世界”完美展现和诠释了金融历史的发展足迹和金融
文化的博大精深，被评为“2007-2008中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
奖”。

经过20年的积极探索、锐意改革，张氏帅府博物馆在挖掘帅
府独有文化内涵，打造文化品牌，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提升
展览讲解水平、扩大对外宣传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可喜的成绩，
已成为沈阳市著名的人文景观和独具民国历史特色的文化品
牌，并向着打造一流博物馆的目标不断发展，日益前行。

十余年来，张氏帅府博物馆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共举办各类型展览百余次，出版了以《张氏帅府》为代表的
多部学术专著，已发展成为集东北近现代史、名人纪念性质
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如今，张氏帅府累计接待海内外观
众达200余万人次，已成为沈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著名的
旅游景观之一，每年都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海内外广大游人。

张氏帅府是由东院、中院、西院和院外建筑等四个部分组成
的庞大建筑群，其中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水榭亭台
的帅府花园，又有欧式风情的大青楼、边业银行、红楼群，
以及中西合璧式的小青楼和赵四小姐楼。1991年，张氏帅府
被列为我国优秀近代建筑群。

张氏帅府内大量的石雕、木雕、砖雕和壁画作品饱含浓郁的
东北民俗风情，它们取材广泛、寓意深远、制作精美，个个
栩栩如生，是研究中国建筑艺术与民间习俗的珍贵艺术资料。

张氏帅府作为张氏父子两代的官邸和私宅，曾是东北的政治
中心，期间历经两次直奉大战、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东北易
帜、杨常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及新旧中国的巨大变迁，
饱经沧桑的张氏帅府已成为东北近代历史的见证与缩影。

张氏帅府导游词3



张学良故居陈列馆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少帅府巷48号，
又称“大帅府”或“少帅府”。是奉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
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和其长子“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的
官邻和私宅。

张学良故居陈列馆建筑群，从1914年开始兴建，到1933年截
止，形成了由中院、东院、西院和院外四个部分组成的风格
各异的建筑群。张学良故居陈列馆总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1985年3月，沈阳市人民政府将张
学良旧居陈列馆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2月，辽宁
省人民政府公布其(张学良旧居陈列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7月，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文，把张学良旧
居陈列馆建筑群列为全国优秀建筑群之一。1996年，被列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院始建于1914年，建成于1916年。中院是传统的中国式建
筑——三进四合院，坐北朝南，呈汉字“目”字型，青砖成
瓦，飞檐兽吻挑脊，雕梁画栋，朱漆廊柱。石鼓柱础，石条
台阶，方砖方石铺地，是砖木结构的仿王府式建筑。全院占
地3900平方米，房屋共13栋，计57间，建筑面积1460平方米。

中院正门前有青石板铺垫门阶，门阶两旁立有上下马石。正
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上卧的大狮子抱小狮子。正门房共七
间，中间为门洞，中三间为回缩门廊，廊柱上部木雕彩绘雀
替和楼空雕花。朱漆大门扇上绘有秦琼、敬德两个门神，门
洞内悬着一块横匾，上书“治国护民”四个大字。

经过门洞我们进入帅府的人进院。一进院门洞两侧各三间，
东在门为警卫室、传达室;西三间为电工室、电话室。东西厢
房各三间，东厢房是帅府的内帐房，掌管帅府内的财务开支。
西厢房是呈启处，设文武呈启官，专门接待禀报、引进前来
帅府公平或拜访的文武官员。

与二进院相间隔的是一座7米高墙，中间开有大门，门口透雕



里花顶饰门楼，称为垂花仪门。两门柱有护柱抱鼓石和石狮
伏立的步鼓门枕石。门内有一座两重木屏壁，木屏可以对开，
两侧可以沿回廊绕行人内。此处仪门是张作霖当年迎接贵宾
举行仪式的地方。遇有重要客人到来，木屏中开，张作霖出
迎，客人可以从中开的重门直入二进院。帅府人员和普通客
人都从木屏两侧绕行沿回廊进入。今天，前来参观的客人全
都是贵宾，所以仪门大开，欢迎各位贵宾进入二进院参观。

二进院呈长方形，周围有起台回廊四合。二进院是张作霖办
公和会客的地方。正房7间，中间一间为过厅。门前，修一雕
花门楼，门楼正上方悬一横匾，上书“望重长城”。这是当
时的乡绅送给张作霖的，颂扬张作霖威望象长城一样厚重。
正房东三门依次是张作霖的卧室、办公室。西三间是会客室
和书房。

东西厢房各5间，东厢房中间为厅，南屋为秘书长室，北屋为
内收发。西厢房是一般秘书室。正房东三间原是张作霖居住
和办公的地方，现在里面展出的是张作霖及六位夫人的蜡像。
坐在中间的就是“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张作
霖1875年出生，1928年死于皇姑屯事件，享年54岁。张作霖
左边戴项链的那位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夫人，她是张学良
的生母，赵夫人与张作霖同岁，21岁与张作霖结婚。生有长
女首芳、长子学良、次于学铭。在1912年4且去世，享年38岁。

一生没有到帅府居住过。坐在炕上的另一位是继配卢夫
人。1900年秋天与张作霖结婚，为张作霖生有2个女儿。赵夫
人去世之后，张学良姐弟三人由她养大，所以张学良一直都
非常尊敬卢夫人。1974年去世。张作霖右边靠近的是三夫戴
夫人。右边另一位是四夫人许夫人。许夫人为张作霖生有2
男2女，张学思就是许夫人所生，张学思是张家唯—一个共产
党员，曾任海军参谋长。许夫人一生教子有方，1928年去世。
外屋南侧是五夫人寿夫人。满族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精
明能干，张家的一切内务都由她一个人打理。为张作霖生有4
个儿子，母以于贵，是张作霖最喜爱的夫人。



参观过蜡像展，我们参观帅府的三进院。三进院与二进院相
似，是帅府的内宅，张作霖的家属大都住在此院。正房7间，
中间供奉张家祖宗灵位。东屋为张作霖二夫人卢氏居住(张作
霖原配夫人赵氏于1912年去世，尚未进帅府)。西屋原为三夫
人戴氏居住，去世后，1917年张作霖娶五夫人寿夫人，曾居
住此屋。东厢房为四夫人许氏居住，张学思同志生于此屋。

西厢房是张学良与于凤至居住的地方。进入西厢房，迎面有
一横幅，上书“天下为公”，这是孙中山先生1924年4月为张
学良写下的墨宝，孙中山非常赏识张学良的才干，希望他能
以天下为己任。横幅的下面是一座大钟，上面的时间是午夜
两点钟二这正是“9.18事变”中沈阳失陷的时间。北屋是张
学良与于凤至的卧室，二人结婚时，新房就设在此屋，在此
屋两个人生有三男一女。现在屋内有木床一个，是从民间收
集来的;梳妆台一个，是寿夫人使用过的，在小青楼发现并搬
于此;汉白玉根雕茶几一个，这是此屋原物。南屋是张学良的
书房。

1922年以后，大青楼建成，张作霖搬入大青楼一楼办公。家
眷也大部分搬入大青楼内，三进四合院改成巡阅使署办公处。

帅府中院的建筑是典型中国传统的古典建筑。在细部处理上
既沿袭了中国传统的民间风俗，也呈现了东北，特别是辽南
的风土人情。这些特点体现在建筑的雕刻上。二进院和三进
院的正房窗下墙裙处，都镶嵌一米高的砚石石刻各26幅。一、
二、三进院厢房和门房、山墙础石也都镶有多幅寓意深刻的
石雕。石雕寓意大都为富贵吉祥，功名利禄的内容，也有历
史典故。东北盛产的萝卜、白菜、茄子、辣椒、高粱、谷子，
乃至辽南西部张作霖老家盛产的芦苇。河蟹等都成为雕刻的
题材，用以镶嵌帅府的建筑。有的石雕竟以“马上封
候”、“吃各国”、“握全球”为内容，表现出张作霖的政
治野心和抱负。

三进院回廊四角有角门，通过东角门可以到达帅府东院。在



东院，角门被花园假山山洞所隐蔽，是帅府花园中的曲径通
幽的一景。

现在，我们来到了帅府东院。

帅府东院，原是帅府的后花园，也称帅府苑。东院主要包括
小青楼、帅府花园、大青楼和关帝庙。

那座青砖建筑就是小青楼。小青楼是张作霖为五夫人专门修
建，1915年始建，1918年落成。建筑面积450平方米，是一座
中西合壁式的砖木结构建筑，分上下两层，一楼东屋为五夫
人卧室，西屋为会客厅;二楼为张作霖的几个女地居住，所以
此楼人们也称“小姐楼”。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
被炸成重伤。就安顿在此楼一楼西屋会客厅里并在这里谢世。
小青楼一直是一座危房，内部不便对游客开放。

我们经过假山，就来到了大青楼。

大青楼1918年始建，1922年建成，面积2460平方米。大青楼
是仿照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馄在天津的公馆——曹家花园的
样式，设计制造的。因该楼用青砖而建，故称大青楼，是一
座罗马式建筑，此楼三层，楼顶有阁楼，地下有地下室。一
层、二层及楼顶都有宽敞的阳台，每年中秋节赏月，张学良
旧居陈列馆全家登此楼顶赏月，北与故宫凤凰楼相对，是当
时奉天最高的两个建筑之一。

1928年“皇姑屯事件”之前，大青楼是张作霖办公及家眷居
住的地方;之后，张学良进入大青楼办公。下面大家随我到里
面参观。

大家随我到北面客厅参观。

这间客厅叫老虎厅，因厅内摆放一只老虎标本而得名。这里
有一幅张作霖与老虎标本的照片，这只老虎标本是东道边镇



守使汤玉磷，在大青楼建成之际送给张作霖的，现在标本的
原件在同泽中学。

1929年1月10日，震惊全国的“杨、常”事件，即张学良处决
杨字霆、常荫槐，就在此厅。

进楼左侧是张作霖办公室和卧室，张学良主政东北时为秘书
长室和秘书厅。二楼正南是张学良的办公室，正北是张学良
和于凤至的卧室，正东、东北角和西北角，分别为张学良子
女居住。三楼为张作霖几位夫人居住。

大青楼自建成到“九·一人”事变，一直是张氏父子的官邸
和私宅。期间历经两次直奉大战、张学良承接父业、东北易
帜、处决杨常、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长
官、接受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信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等
重大军事活动。大青楼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见证。

参观过大青楼，接下来我们参观关帝庙。

关帝庙又是帅府家庙。依据张作霖老家辽南习俗，在房舍东
北角都修有礼祠堂、家庙，张学良旧居陈列馆也不例外，张
作霖尚武，尊崇关帝，因此在家庙的正中殿建有关羽塑像，
两侧是关平和周仓，四季供奉香火，每当张作霖出兵打仗都
要事先来拜一拜。正殿东侧一殿，是张家的祖宗灵位。西殿
供奉有关关公的书画。

以上我们参观的就是东院的建筑以及发生的历史事件。还有
一些建筑被其他单位占用，不能参观，下面向各位贵宾作一
下介绍，以补救不能参观的遗憾。

帅府大院的最西面是帅府两院——红楼群。1914年，在兴建
中院时候，就同时建起了两院，原有七间瓦房和两组四台套
院。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眼看自己的弟弟一天天长大成人，
就决定拆掉原建筑，请名师设计了七栋北欧式三层楼房，准



备分给每个弟弟。1930年经招标，由荷兰建筑公司承
建。1931年春开始动工，刚打好地基，此时爆发了“九·一
八”事变。工程被迫停止。荷兰建筑公司将张学良告上国际
法庭，张学良只好派人赴日内瓦申辩：我本人全部财产——
包括施工工程已被日本人霸占，因此，我不能再承担债权债
务。日本人迫于国际压力，支付全部建筑费用，1933年建起
了两院红楼群。但从实际意义上讲，即使日本人出钱建造了
红楼群，那钱不也是从帅府的边业银行的金库中夺去的吗?所
以说西院仍是张学良所建，西院是帅府的一部分。

帅府的院外部分包括帅府办事处、边业银行和赵四小姐楼。
帅府办事处位于帅府大院东南侧，占地3291平方米，建
于1925年。是一座罗马式建筑，用以接待帅府客人，因其主
楼内有一个豪华舞厅，人们也称之为“帅府舞厅”。

边业银行位于大院正东，占地4967平方米，建于1925年，是
一座东西合壁的建筑，地上三层，地下一层。边业银行是帅
府的私家银行，是当时东北最大的银行之一，拥有货币发行
权。“九·一八”之后，边业银行内的财物被日本人抢劫一
空。

在边业银行西北角是赵四小姐楼。赵四小姐楼是一座东洋式
建筑，占地面积547平方米，有十余个房间，一层是接待室、
舞厅、餐厅等，上层是会客厅、卧室、琴房、起居室、卫生
间等。1928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相识，并于同年在北陵别墅
同居。心胸大度的于风至感念赵四的真情，力主修建了此楼。
赵四小姐把自己的卧室设在西北角，虽然阴冷一些，但抬眼
就可以望见大青楼里张学良办公室的灯光。在这里她和张学
良有了唯一的儿子。

陈列馆四个部分的建筑如上所讲。张学良故居陈列馆建成至
今已经七八十年了，可谓历尽劫波，饱经沧桑。“九·一
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对张学良故居陈列馆进行了大量的破坏、
改建;解放后又不同程度被单位及个人占用。1991年辽宁省政



府、沈阳市政府先后投资1400余万元，动迁、恢复了主体部
分原貌。1992年9月张学良故居陈列馆主体部分——中院和东
院，正式对外开放。张学良故居陈列馆，已经成为海内外瞩
目的观光胜地。

纵观张学良故陈列馆，建筑风格各异，饱经沧桑，帅府的建
筑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见证;张学良将军为中国现代历史作出
的丰功伟绩永远不可磨灭！

暑期社会实践感悟篇二

这个暑假有机会能够参与到“三下乡”活动中来，我感到十
分荣幸在xx市xx区xx镇xx村的五天光阴，亲自融入地方农业
农村的生活，体察最真实的风土人情，为我的大学生活添上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拜访了一位曾是军人的老党员，年逾古稀却十分健谈，透
过那硬朗的身体依稀可以看见铁血年华在他身上留下的影子，
仿佛是青葱岁月在诉说。在“战斗中”他无所畏惧、冲锋在
前，不幸被炮弹震伤了耳朵，落下了耳背的毛病。

他教导我们说：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一定要认真，要踏踏实
实把事情干到实处，积极面对困难的考验。还从一个老兵的
角度出发，鼓励我们关注国防，要爱党爱国。

我在爱粮节粮小课堂上用自己的劳动经历现身说法，讲述了
粮食的来之不易，与孩子们进行了亲切互动。令我惊讶的是
有不少孩子都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事，毕竟农村的孩子早立事。他们的淳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我也是教育事业的一分子，未来我一定要走上教育岗
位，深入基层，为农村的基础教育添砖加瓦。

最后一天，我们深入了解了达斡尔族的民族文化，大家来到



了xx的xx镇达斡尔族展览馆。在展览馆里面的照片和文物中
体会到了达族的风土人情，充满着人文气息。我们还参观了
中药种植基地，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达斡尔族人民已经不
断地实现了美好生活的愿望，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为这里
有着勤劳勇敢精神的达族人民点赞。

暑期社会实践感悟篇三

张氏帅府博物馆是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帅府遗址
上建立起来的，是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奉系军阀首领张
作霖及其长子、伟大爱国者张学良将军主政东北时期的官邸
和私宅，下面是本站带来的沈阳张氏帅府导游词，希望可以
帮到大家。

篇一：沈阳张氏帅府导游词

欢迎大家来到这!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叫我小x。
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少帅府巷48号的大门两侧，挂着“张学
良旧居陈列馆”和“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两块牌子。这
个由青砖高墙围起及东侧、东南侧的建筑群，就是著名的爱
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的故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张氏帅
府。

张氏帅府，又称“大帅府”，或“少帅府”。是奉系军阀首领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和其长子，“千古功臣”
张学良将军的官邸和私宅。张氏帅府之所以这么引人注目，
不仅仅因为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代名人，他的建筑本身也非常
壮观，既有中国传统的建筑特色，也有欧洲优秀建筑的风韵，
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张氏帅府建筑群，从1914年开始兴建，到1933年，逐步形成



了由帅府中院、东院、西院和院外四个部分组成的风格各异
的建筑群。张氏帅府总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2.76万平方米。该建筑群的产权归张学良将军私人所有。
由沈阳市人民政府委托房产部门代管。1985年3月，沈阳市人
民政府将张氏帅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2月，辽
宁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7月，国家建
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文，把张氏帅府建筑群列为全国优
秀近代建筑群之一。1993年8月，辽宁省政府向国家申报、要
求把张氏帅府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l988年12月，辽宁省政府成立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经精心维
恢复原，张氏帅府基本恢复原貌。并先后举办了《干古功臣
张学良将军业绩展览》和为张将军八十八寿辰、九十寿辰祝
寿书画展览。部分房间复原展览，也于9月中旬全面对外开放。

篇二：沈阳张氏帅府导游词

欢迎大家来到这!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叫我小x。
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张氏帅府”又称“大帅府”、“小帅府”，是奉系军阀首
领张作霖及其长子，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官邸和私宅。始
建于1914年，占地2914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7570平方米。
由东院、中院、西院和院外的不同风格的建筑群组成，是我
国近代优秀建筑群之一。帅府中院为青砖结构的三进四合院，
是1914年张作霖刚当上北洋军阀陆军27师师长时开始兴建的
仿王府式建筑。

该院坐北朝南呈“目”字型，共有11栋57间，建筑面积1768
平方米。四合院正门南侧有一座起脊挑檐的影壁，刻有“鸿
禧”大字的汉白玉板镶嵌在影壁正中，正问两侧各立着一对
抱鼓石狮和上马石。

20世纪20--30年代，张氏帅府中曾发生过多起震惊中外的事



件：张作霖在此成为“东北王”;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大
帅”身负重伤，死在帅府;张学良将军在这里宣布“东北易
帜”、维护了祖国统一，并处决了杨宇霆和常荫槐。解放后，
人民政府多次拨款维修这一建筑群，将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篇三：沈阳张氏帅府导游词

欢迎大家来到这!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叫我小x。
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楼宇林立，庭院相连。放眼望去，雕梁画栋的四合院、
水榭亭台的帅府花园、恢宏气派的大青楼、欧式风情的边业
银行、帅府办事处、红楼群以及小巧雅致、中西合璧的小青
楼、赵一荻故居，错落有致，交相辉映。充满浓郁民国文化
特色的张氏帅府博物馆，以其恢宏的建筑、精湛的装饰艺术，
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赢得了“东北第一名人故居”的美誉。

张氏帅府博物馆自1988年对外开放以来，规模不断扩大，现
已发展成为融张氏父子研究、金融研究展示为一体的综合博
物馆。现有展出面积 8000平方米，展线长达2000米，对外展
出文物七千余件，基本陈列“百年张学良”、“张作霖与张
氏家族”展览，全面展示了张氏父子两代不同的人生经历;张
作霖办公室、张学良办公室、东北政务委员会、老虎厅、小
青楼、赵一荻等一系列复原陈列展览，记录了张氏父子鲜活
的生活片断和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在原张氏父子私家银
行——边业银行基础上建立的沈阳金融博物馆，是全国同类
博物馆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展示形式与观众参与项
目最多的专题博物馆。其主题陈列“走近金融世界”完美展
现和诠释了金融历史的发展足迹和金融文化的博大精深，被
评为“2007-2008中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经过20年的积极探索、锐意改革，张氏帅府博物馆在挖掘帅
府独有文化内涵，打造文化品牌，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提升



展览讲解水平、扩大对外宣传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可喜的成绩，
已成为沈阳市著名的人文景观和独具民国历史特色的文化品
牌，并向着打造一流博物馆的目标不断发展，日益前行。

十余年来，张氏帅府博物馆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共举办各类型展览百余次，出版了以《张氏帅府》为代表的
多部学术专著，已发展成为集东北近现代史、名人纪念性质
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如今，张氏帅府累计接待海内外观
众达200余万人次，已成为沈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著名的
旅游景观之一，每年都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海内外广大游人。

张氏帅府是由东院、中院、西院和院外建筑等四个部分组成
的庞大建筑群，其中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水榭亭台
的帅府花园，又有欧式风情的大青楼、边业银行、红楼群，
以及中西合璧式的小青楼和赵四小姐楼。1991年，张氏帅府
被列为我国优秀近代建筑群。

张氏帅府内大量的石雕、木雕、砖雕和壁画作品饱含浓郁的
东北民俗风情，它们取材广泛、寓意深远、制作精美，个个
栩栩如生，是研究中国建筑艺术与民间习俗的珍贵艺术资料。

张氏帅府作为张氏父子两代的官邸和私宅，曾是东北的政治
中心，期间历经两次直奉大战、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东北易
帜、杨常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及新旧中国的巨大变迁，
饱经沧桑的张氏帅府已成为东北近代历史的见证与缩影。

暑期社会实践感悟篇四

七月的暑期固然酷热，但比之更火热的是“三下乡”的我们。
在为期五天的“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我收获良多，
我们在和平广场追忆红色事迹，感悟红色精神；在走访老党
员时，吴爷爷对我们青年的嘱托我永远铭记在心；慰问贫困
户中，杨奶奶无私奉献，为之动容的故事让人泪水氤氲；与
小朋友们从初见时的陌生防备、再见时的主动问好、游戏时



的嬉笑玩闹，令我止不住欢欣，我认为这都是爱的回音；文
艺晚会上，节目的精彩演绎、观众的热情响应为此次“三下
乡”留下最美好的印迹“三下乡”的点点滴滴，是这个夏天
我最难忘的回忆！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我们不会永远青春，但总有
人正青春，我们以一代青春去感染一代青春，将希望种下，
将回忆留下。“凡此过往，皆成序章”，我们在实践中成长，
也将带着这份收获走向前方，愿自己能继续发一分光、放一
份热，为他人做一些事、为社会尽一份力，永怀热忱希望，
永远在路上！

暑期社会实践感悟篇五

特别荣幸能够加入到本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这是
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来到村里，体验了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
事，锻炼了自己。在拜访老党员和村民的时候，也被他们的
故事深深打动，在走访过程中碰到了一位奶奶，她讲了属于
她自己的故事，让我们每个人都很感动，她的勇敢和坚强是
我远不能达到的。在和当地的孩子们相处时，他们每一个人
都很热情，学习的时候也很认真积极，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
快乐。这次三下乡是一次收获之旅，奉献着的同时也收获着，
艰苦的同时也幸福着。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又美好的回忆，
如果有机会，我还会继续参加到这样的活动中，尽自己所能
奉献爱心。

暑期社会实践感悟篇六

在这次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中，我慰问了老党员，在党员爷
爷的身上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份对于党和国家的真挚感情；我
走访了贫困户，在村民家中听到了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被
其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大爱深深折服；我为当地的孩子们讲了
红色故事，在与孩子们的互动中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纯真，
当我所讲被他们所回应时我心中就充满欢喜、满是成就感；



我参观了当地的博物馆，感受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达斡尔
族的特色文化……这些经历都是我只在课堂上学习无法获得
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社会实践是理
论和实际的最佳结合点，而这次暑期三下乡则为我提供了一
次机会去体验、去锻炼、去积累、去进步，我想无论多少年
后回想起来，这都将是一段美好而令人怀念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