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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

介绍工农武装割据的第一页，古田会议会址图片

上，“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几个大字十分醒目。这

页教材被制成展板，在福建龙岩市古田会议会址

及旧址群随处可见。

1929 年 12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

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召开。会前，红四军进行

政治军事整训，为会议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会后，毛泽东在古田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说明。

古田会议的光芒从何来？近日，记者一行走

进龙岩连城县、上杭县，探访古田会议召开前后的

红色足迹，重温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

岁月。

“新泉整训”——
在农村进行无产阶级政党

和新型人民军队建设

连城新泉村，榕树冠如云。村口河边，有一棵

树龄数百年的大榕树，枝叶向水伸展，树荫能覆

百人。

当地人说，红四军曾在树下演讲动员，号召工

农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跨过小河，前委机关旧址望云草室、司令部旧

址于溪公祠、工农妇女夜校旧址张家祠、军民万人

大会台旧址等保存较好，见证着在农村进行无产

阶 级 政 党 和 新 型 人 民 军 队 建 设 所 走 过 的 艰 难

道路。

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吴升辉

介绍，红军到赣南、闽西后，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相当大

的影响。对此，中央政治局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

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红四军

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

“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

1929 年 11 月，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

红四军党的九大。12 月上旬，红四军进驻连城新

泉，开展了政治军事整训，史称“新泉整训”。其

间，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

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为这次大会主

持起草决议案。陈毅参加决议案起草工作，朱德

负责军事整训。

“前委召开大队、支队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士

兵、农民等调查会，大家白天搞研究，晚上作总

结。”新泉整训纪念馆讲解员周冬梅说，经过集中

整训，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为红四军党的九大召开打下了重要基础。

如今，站在军民万人大会台旧址前的空阔草

坪，似乎仍能感受到红军战士开展训练的铿锵脚

步……

古田会议——
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

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这里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

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

军队定型的地方。”1 月 16 日上午，古田会议会址

前，武警龙岩支队对 30 余名新上岗红色讲解员开

展现场教学。

走在田间地头，不少古田群众都能说出当年

的革命历史故事。对他们来说，古田会议精神，不

只保留在纪念馆里的文字和图片里，更存在于父

辈的记忆里……

当年，大会召开之际，敌人向闽西革命根据

地等区域部署了三省“会剿”。为确保会议顺利

安全，红四军移师上杭古田，这里山多地险、易守

难攻。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红四军党的九

大在当地宗祠改造而成的曙光小学召开，这就是

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

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

了中央指示信。

各级党代表、干部代表和士兵代表 120 多人

参加了会议，正值严冬，与会代表烧炭取暖。90
多年过去，在白墙青瓦的古田会议会址，先辈们探

寻革命道路时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情景仿佛就

在眼前。

“会上，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大会

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心思想是要用

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在会址北

侧，坐落着古田会议纪念馆，建馆以来共接待国内

外观众 4000 多万人次。馆长曾汉辉一边介绍，一

边带着记者回顾了决议内容：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

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必须

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

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着

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

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

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办法。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

纲领性文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

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古

田会议精神研究中心负责人林炳玉表示，这些原

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随后在其他各部

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不断加强党

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思想

距古田会议会址 1 公里的赖坊村，1 座二层砖

木建筑静静伫立。这便是协成店，红四军司令部

设于此楼。古田会议后，毛泽东从古田八甲村前

委机关驻地移住于此。

1930 年 1 月，毛泽东在信中指出，那种“全国范

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

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通过论述，他

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

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

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

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该信

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就是不朽的名篇《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

通过艰难探索，到 1930 年上半年，中国共产

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逐步

地解决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当时，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

地，是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力量最强的。10 万闽

西儿女参加红军——“听党话、跟党走”嵌入闽西

人的红色基因。

“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后

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各地区

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在中央

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馆长邓泽村告诉记者，

闽西根据地广泛开展的土地革命，提出分田以乡

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

瘦”原则，无地少地农民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

1929 年分配土地后，1930 年早稻就获得了好收

成，龙岩、连城的产量比上年增加两成，上杭、长

汀比上年增加一成。在上杭等县的农村，约 20
万亩的土地革命果实始终保留在农民手里，直至

全国解放，是闽西革命斗争“二十年红旗不倒”的

显著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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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9 岁那年的一天，父

亲小跑着回家，告诉我古田

会议纪念馆招聘讲解员。我

问他：“是不是那个有‘古田

会议永放光芒’8 个大字的

地方？”得到肯定答复后，我

立马报名考试，光荣地成为

讲解队伍的一员。

带训的老讲解员给了我

一份约两万字的讲解词，每

天早上 6 点，我都到会址后

的 彩 眉 岭 上 研 读 背 诵 。 很

快，我就能一字不差、流利自

然地为观众介绍。后来，在

深刻理解讲解词的基础上，

我努力做到因人施讲。

古田会议会址是很多人

向往的地方。一次，有参观

者从广东远道而来，因为山

路难行、汽车抛锚，预计晚上

八九点才能到达。得知下午

5 点半闭馆，他们打电话表

示了遗憾。我理解参观者的

心 情 ，主 动 留 下 来 接 待 他

们。当时，出于防火安全的

考虑，会址里没有通电。夜

深了，我就打着手电讲解，他

们听得特别认真。

后来，我调到中央苏区

（闽西）历史博物馆，成为一

名研究员，从事古田会议史

实、闽西革命根据地红色文

化等研究工作，还经常为这

里的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进

行业务培训。现在，不少“90
后”革命历史讲解员走上一

线岗位。如何让他们准确、

生 动 地 为 观 众 讲 解 ？ 培 训

时，我告诉他们，一是要有钻研精神，主动研读权威文

献、经典原著，发现历史背后的故事、文物承载的精神；

二是要真心热爱，从心里爱革命历史讲解事业，以实际

行动投身爱国主义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让信仰之火

燃烧不息，让红色基因永续传承。

我的丈夫也是一名革命历史研究者，女儿从军校

毕业后到部队负责讲解军史。他们与我的感受一样：

越来越多的人热爱红色文化。建党百年之际，我们一

家三口互相鼓励，要讲好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让

讲解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为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本报

记者黄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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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寒潮刚过，万里晴空。武警福建省

总队龙岩支队 30 余名新任红色讲解员，来到古田

会议会址开展现场教学。

龙岩支队每年都通过集中培训，让每个中队

保持着 3 至 5 名红色讲解员的稳定传承。支队政

治工作处主任王峰剑表示，喜迎建党百年之际，支

队将以往 6 月开展的培训提前到年初。

“红色讲解员是支队的一张名片，不仅是学党

史军史的排头兵，更是宣扬红色精神的先锋队。”

支队政委陈桂兵告诉记者，武警龙岩支队诞生于

人民军队摇篮，赓续着苏区红军血脉，沐浴着古田

会议光芒，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发展不断成长壮大。

龙岩支队发端于 1929 年红四军首次入闽时

帮助建立的长汀赤卫队，后来发展为政治保卫官

兵，担负起配合红军作战、保卫新生红色政权、保

护土地革命成果等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其中就

承担过保卫中共闽西一大会议、保卫古田会议等

重大任务。

1935 年红军主力长征后，根据党中央指示，

政治保卫官兵继续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于 1947 年编入闽粤赣边区纵

队，参加了解放龙岩战斗。1949 年，福建省第八

（龙岩）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警卫连成立，支队终于

有了完整编制序列。新中国成立后，支队历经多

次整编改编，于 2018 年 1 月编制为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福建省总队龙岩支队。

回望支队成长历程，一茬茬官兵始终高擎“听

党指挥”旗帜，赓续“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血脉，铸

魂工程一刻也没有放松。每当新兵入营、新干部

到任、战士入党，吃的第一餐饭就是红米饭、南瓜

汤，上的第一堂课是“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唱的第

一首歌是“我们从古田再出发”。培养红色讲解

员，也是支队从红色传统中汲取营养的一项重要

举措。

“习主席强调，要锻造听党话、跟党走的过硬

基层。我们身在古田，要传承红色基因，永葆官兵

的忠诚底色。”支队长张双秀说。

（李涛、叶海炼参与采写）

武警龙岩支队始终高擎“听党指挥”旗帜

永葆官兵忠诚底色
本报记者 倪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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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飘扬党旗飘扬R

■■说句心里话说句心里话R

图①：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供图

图②：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文昌阁。

古田会议纪念馆供图

图③：古田会议纪念馆。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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