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会宁，祖河与厉河在此汇合，历史与现

代在此交融。

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

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在当时的会宁

城，历尽艰辛的战士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久久

不肯松开。

红军的海洋，红色的铁流，凝聚成一条红飘

带。如今，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一座名为《地球

上的红飘带》雕塑巍然矗立，标注着革命昂扬向

上的姿态。

2016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这条红飘带，是

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如今，我们心系红飘

带，踏上新时代的长征路。

接过旗帜，传承红色基因

在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内，陈列着一

件革命文物——红军宣传队遗留在会宁的三

弦琴。

这把三弦琴的主人，是一位红军老战士，红

四方面军宣传队队员赵文有。当年，部队经通渭

穿越西兰大道时，遭到敌机轰炸，赵文有身负重

伤，不得不留在会宁养伤，这把琴也随他留了下

来 。 有 空 时 ，赵 文 有 都 会 给 乡 亲 们 弹 唱 革 命

歌曲。

三 弦 琴 奏 响 革 命 的 旋 律 ，传 递 信 仰 的 力

量。有了信仰，才能让伟大的长征精神代代传

承。会宁大地的山山水水，至今还传诵着红军

将士和会宁百姓共同生活的故事，也有很多人

自发传承前辈遗志、弘扬长征精神，王东良、王

琳夫妇就是其中的代表。

王东良的高祖王瀚，曾经筹粮捐钱，支援驻

扎在红堡子村的红军，留下“开门迎红军”的佳

话。受祖上红色家风和善行义举的熏陶，王东

良自 1996 年开始收集红军遗物，再现“红色记

忆”，传承延绵不绝的红色精神。

从会宁县城驱车一个多小时，就来到了郭

城驿镇红堡子村，王东良、王琳夫妇自筹资金

建设的会州博物馆便坐落于此。这座占地 1 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的会州博物馆，

从一器一物攒起、从一砖一瓦建起，如今藏品

已达 1 万余件（套）、图书杂志 10 万余册，成为

一座集农家书屋、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

化馆、中华传统文化讲习堂等于一体的综合性

乡村文化大院。

自 2010 年成立以来，会州博物馆免费向当

地群众和外地游客开放，年参观人数达到 5 万多

人次，2016 年底被列入甘肃省首批文化遗产“历

史再现”工程示范性博

物馆之一。“未来

有机会我们

还打算扩大规模，把这里打造成老百姓的‘精神

家园’。”会州博物馆馆长王琳说。

丰富形式，讲好红色故事

欢声笑语，掌声阵阵，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

念馆内一处主题为“会宁会师联欢会”的实景呈

现，让人身临其境。

“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 11 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透过现

代化的声光电设备，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歌被反

复高唱。听，那是胜利的欢悦、精神的节拍，也

是穿越时空的召唤。

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创新多样的传播方

式，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和机遇。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开通“会宁大会师”

“圣地之花”快手、抖音账号，入驻头条号等平

台，与“会宁大会师”微信公众号同步运营。

线下有序组织观展，线上突破时空限制，科

技让历史再次活现，让会师故事、长征故事

传播得既生动又久远。

一位名为王彦婧的参观者在参观结

束后留言：“祖国今日的繁荣景象，离不

开这些英雄的奋力拼搏。感谢你们无私

的壮举让祖国更加美好，我们会将你们铭

记于心，时刻提醒自己砥砺前行。”

为了推动红色故事进校园，2017 年，会

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入选第一批“全国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2018 年开始，红军

会宁会师旧址管委会依托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

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和红军长征胜利景园三个基

地，推出重走一次长征路、瞻仰一次会师圣地、学

唱一首红色歌曲等“十个一”活动，让广大青少年

充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断创新、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让过

去的历史成为今天的课堂，教育人、熏陶人、鼓

舞人。2020 年，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开展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十个一”活动 209 场次，

接受教育人数达 25697 人。同时，会宁红军长征

胜利纪念馆研发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全景图拼

图、《长征组歌》《七律·长征》等主题的水写布、

毛笔等 10 类教具 1100 件，体验教具学生人数达

1100 余人。

文物见证了辉煌的历史，也折射着精神的

光芒。精选文物，编写故事，传承信仰。会宁红

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馆长李俊丰说，“我们准备把

文物作为第一人称来讲故事，告诉人们‘我从哪

里来’‘我怎样见证’，以丰富的讲解形式，拓展

传播渠道。”

团结向前，鼓舞奋斗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

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

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

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

大精神动力。”

回望过去，长征经过地多是艰、险、贫、

困之地。战胜贫困的会宁会师地，而今迈步

从头越。

会宁县郭城驿镇红堡子村的一处“农家书

屋”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黄渠浩荡蜿蜒，大

川绿树村边。人民巨手改河山，水到渠成粮增

产。沧海变桑田。全国同庆升平，四化宏图展

现。河水逆流上高原，不愁衣食住行难。旧貌

换新颜。”这首题为《破阵子·黄渠颂》的词作，

生动再现了人民群众以伟大的长征精神为引

领，用勤劳与智慧发展生产的幸福感。

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长征精神

的砥砺。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

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才能使之成为我们不断

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人们从长征中汲取

的精神有很多，一是继续奋斗，永远不能丢掉奋

斗拼搏精神；二是不断创新，长征路上不断遇到

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都是创新的过程；三是脚

踏实地，只盯着目标不行，要始于足下，把每件

事情做好。”在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

荣珍看来，绘就新蓝图，开启新征程，离不开奋

斗、创新与实干。

在甘肃会宁在甘肃会宁，，至今还保留着一根至今还保留着一根 11 米多高米多高

的四方石柱的四方石柱。。这根不起眼的石柱这根不起眼的石柱，，当年曾经拴当年曾经拴

过朱德的坐骑过朱德的坐骑。。

““19361936 年年 1010 月月 99 日下午日下午，，中国工农红军总中国工农红军总

司令朱德率部到达会宁司令朱德率部到达会宁。”。”会宁红军长征胜利会宁红军长征胜利

纪念馆馆长李俊丰介绍纪念馆馆长李俊丰介绍，，朱总司令沿南川大道朱总司令沿南川大道

进入会宁城区进入会宁城区，，穿过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搭起穿过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搭起

的彩门的彩门，，看着兴高采烈的战士们看着兴高采烈的战士们，，朱总司令激朱总司令激

动不已动不已。。

在县城东北角在县城东北角，，朱总司令当时就住在一户朱总司令当时就住在一户

居民的院子里居民的院子里，，院子的主人姓邢院子的主人姓邢。。这家院子大这家院子大

门朝西门朝西，，前面不远处是焦家坑前面不远处是焦家坑，，坑内有作过油坑内有作过油

房的窑洞房的窑洞。。为了防止敌人空袭为了防止敌人空袭，，当年红军的电当年红军的电

台就设在窑洞里台就设在窑洞里。。大门前有两根一米多高的大门前有两根一米多高的

四 方 石 柱四 方 石 柱 ，，其 中 一 根 就 被 用 来 为 朱 总 司 令其 中 一 根 就 被 用 来 为 朱 总 司 令

拴马拴马。。

““朱总司令当时就住在我家的老宅里朱总司令当时就住在我家的老宅里”，”，邢邢

家后人邢永强说家后人邢永强说。。时光荏苒时光荏苒，，那根拴马柱保留那根拴马柱保留

了下来了下来。。20152015 年年，，邢永强凭着对红色文化的邢永强凭着对红色文化的

热爱热爱，，用多年积蓄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一座红色用多年积蓄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一座红色

纪念馆纪念馆。。馆内陈列着朱德用过的床馆内陈列着朱德用过的床、、桌椅等藏桌椅等藏

品品，，向社会免费开放向社会免费开放。。

19361936 年年 1010 月月 2020 日日，，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

部部、、红军大学部分学生以及第红军大学部分学生以及第 44 军军、、第第 3131 军从军从

县城北门出发县城北门出发，，浩浩荡荡向北进发浩浩荡荡向北进发。。前来送行前来送行

的群众挤满了街道两旁的群众挤满了街道两旁，，依依不舍向红军挥手依依不舍向红军挥手

致意致意。。朱德握着县苏维埃政府的同志和群众朱德握着县苏维埃政府的同志和群众

代表的手代表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语重心长地说：“：“会宁人民对革命是会宁人民对革命是

有贡献的有贡献的，，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对红军的支持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对红军的支持，，

谢谢父老乡亲谢谢父老乡亲！！红军已把火种播在了这里红军已把火种播在了这里，，你你

们要让革命的烈火燃起来们要让革命的烈火燃起来，，烧毁旧世界烧毁旧世界，，建设建设

我们自己的新天地我们自己的新天地。”。”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当地群众才知道当地群众才知道，，这位穿着朴这位穿着朴

素素、、身材魁梧身材魁梧、、慈祥可亲慈祥可亲，，有空就为房东挑水有空就为房东挑水

抱柴的汉子抱柴的汉子，，原来就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红原来就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红

军总司令军总司令。。人们纷纷走上前来人们纷纷走上前来，，抢着和朱总抢着和朱总

司令握手司令握手。。受红军精神激励受红军精神激励，，当地一批热血当地一批热血

青年光荣参加红军青年光荣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拴马拴马石柱见证光荣石柱见证光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白白 龙龙 王锦涛王锦涛 李洪兴李洪兴

走进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广场一侧矗立着雕塑《地

球上的红飘带》，在阳光映衬下熠熠生辉。

“2006 年，红军胜利会师 70 周年大庆迫在眉睫，

会师旧址建设资金缺口很大，时任县政协副主席的

我，担任省内筹资组组长，走访企业 100 多家，筹集善

款 700 多万元，各项建设得以顺利进行。”谈起旧址建

设，会宁县退休干部王文汉如数家珍，“《地球上的红

飘带》就是兰州市政府支援 60 万元施建的。”

王文汉成长于红色家庭，与红军结下了不解之

缘。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

会师，当时的会宁县城，百姓缺衣少粮。王文汉的父母

王勤夫妇克服重重困难，为红军将士免费疗伤送餐。

“听父母讲，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他们赊膏药，用土

药方为红军疗伤。红军将士深受感动，非常信任我父

母，于是希望他们帮忙为朱德总司令和直属机关送饭

菜，这一送就是 22 天。这期间的交往，让朱总司令记

住了这憨厚老实的一家人。临别时，朱总司令将自己

仅有的一把瓷茶壶送给了他们。”说到父母给红军送饭

治病的故事，王文汉充满自豪。红军纪律严明，“不拿

群众一针一线”。受此鼓舞，王文汉的三叔王倦参加了

红军。1945 年，王倦在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

中英勇牺牲。

红色基因成了王家人战胜困难、教育后代的宝贵

精神财富。王文汉的胞兄王文奎在会师旧址义务栽种

800 余株牡丹，并精心维护；退休后的王文汉投身慈善

事业，多方筹措善款善物，折合人民币 8300 多万元，用

于救助家庭困难学生、孤寡老人等，如今已经持续 15
年 。 2020 年 1 月 ，王 文 汉 通 过 多 种 渠 道 为 会 宁 募 集

12.5 万元、5000 多只口罩，为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捐助

牛奶 1600箱。

如今，70 岁的王文汉依旧在用实际行动讲述红色

故事、传承红色家风、弘扬红色精神。他说，“让红色家

风代代相传，我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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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飘带映照新的长征路红飘带映照新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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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会宁县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组织青少年参观学习。 资料照片

图②：《地球上的红飘带》雕塑。 资料照片

图③：朱德用过的讲桌。 资料照片

图④：红军战士用过的物品。 本报记者 王锦涛摄

图⑤：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旧址。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