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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底下哪有比红军更好的人？”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

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讲起奶奶在耳边念叨了一辈子的话，湖南汝城县沙

洲瑶族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志愿讲解员”、

69 岁的朱分永感慨万千，“我从五六岁开始听奶奶讲红

军在我家留下半条被子的故事，听了几十年。奶奶的教

导影响了整个大家庭，5 个人先后当了兵。”朱分永也当

上了村支书，奶奶第一个出来叮嘱他：“要带领大家修好

路，为村民做好事，也让红军能开着车进村。”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讲述了“半条被子”的故事。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南考察时来到“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

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

朱分永的奶奶，就是“半条被子”故事的主人公徐

解秀。

1934 年 11 月，长征途中，中央红军驻扎在湖南汝城

县休整。 3 位女红军借宿在沙洲村村民徐解秀家中。

可徐解秀家只有一张床，盖的是烂棉絮，而红军也只有

一条棉被，3 位红军就和徐解秀及孩子，共 5 个人挤一张

床、盖一条被子。

女红军与徐解秀夫妇朝夕相处，还给邻里乡亲看

病。临行前，她们要把唯一的被子留下来，“我们红军为

的就是让老百姓吃饱穿暖”。徐解秀反复推辞，“你们出

门在外，比我们更需要被子”。这时，一位红军拿出剪

刀，径直把被子剪成两半。红军说，“您收下这半条被

子，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会再回来，送您一条又大又厚的

新被子。”

徐解秀夫妇接过这半条被子，望着红军远去的背

影，流下眼泪。

岁岁年年，每到 11 月份，徐解秀就会在滁水河畔守

候，盼望红军归来。

老人对后人说，“我不是盼望一条新被子，是想念红

军，天底下哪有比红军更好的人？我们要感恩党，听党

话，跟党走。”

朱分永动情回忆，热泪盈眶。

如今，在沙洲村，处处都有红色元素，一段段红军

故事深入人心，一幕幕鱼水深情感人肺腑。“半条被子

的温暖”专题陈列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们。

在“半条被子 鱼水情深”的主题下，陈列展充分挖

掘汝城早期党组织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老一辈革命家

在汝城的革命活动、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等内

容，运用了大量红色文物、图片资料和雕塑、绘画，以及

声光影像技术手段，生动再现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在一个个细节中，“半条被子”背后的群像更加丰满。

幻影成像、8 分钟微电影、90 多分钟的大电影、声光

电高科技，陈列展里的新颖展陈方式让故事更加鲜活立

体；包括抱枕、瓷杯等在内的“半条被子 温暖中国”主题

文创富有新意；拼布绣展现“半条被子”故事、吸引青少

年绣红旗、制作特色产品……“展览很吸引人，文创也能

带回家，还有红色体验，很不错。”参观者点赞。

汝城县充分挖掘沙洲及周边村庄的红色旧址，建成

了沙洲红色旅游景区，打造了一张集党性教育与红色旅

游为一体的名片。依托“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

“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旧址、红军长征在汝旧址等载

体，当地设立了“半条被子”党性教育基地，推出集专题

教学、访谈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学、情景教学、社会实

践、学员研讨等于一体的党性教育模式。

数据显示，去年沙洲村旅游人次达 112 万，最多的

一天有 1 万多游客。红色旅游的发展带“火”了景区服

务业，乡亲们吃上了“旅游饭”，过上了好日子。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展

点滴细节 温暖人心
本报记者 郑海鸥

山 东 省 荣 成 市 80 岁 老 党 员 戴 玉 山 ，27 年 来 收 藏

各类党史资料、实物共 2 万余件。他已将 5000 余件文

物 无 偿 提 供 给 各 纪 念 馆 、博 物 馆 ；他 追 根 溯 源 ，深 挖

文 物 背 后 的 故 事 ，掌 握了大量真实感人的革命历史；

他自办展览，义务为参观者讲解；他频频走进社区、学

校，讲述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他说：“我搞收藏不

为 别 的 ，就 是 要 以 实 物 证 实 历 史 ，以 历 史 教 育 后 人 ，

让 人 们 从 历 史 中 汲 取 前 进 的 力 量 ，把 红 色 文 化 传 承

下去。”

戴玉山的家里堆满了资料和文物——书本、报纸、

信件、证件、水壶、军装、背包等，十分丰富。

戴玉山最珍贵的藏品中有一面粗布制作的党旗，

这 面 党 旗 仅 有 杂 志 一 般 大 小 ，做 工 简 陋 。 戴 玉 山 解

释：“这是 20 世纪 40 年代缝制的，应该是当时党员入党

时宣誓用的。我推测，缝制者没有见过党旗，只是凭

着别人的描述来做。”这面粗布党旗见证了胶东多少

个党员的赤诚誓言已不得而知，现在每当戴玉山展示

这面党旗，聆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戴玉山坚持把一件件“红色传家宝”无偿展览，“要

一代代传下去，让孩子们看见、摸着、记住党的历史。”

1965 年 ，24 岁 的 戴 玉 山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 他

的 岳 父 在 解 放 潍 坊 的 战 斗 中 牺 牲 。 青 年 时 期 的 经

历 、亲 人 的 革 命 历 史 深 深 地 刻 印 在 戴 玉 山 的 心 里 。

戴 玉 山 说 ，“ 革 命 传 统 不 能 丢 ，营 造 积 极 向 上 的 社 会

风 气 ，就 得 讲 革 命 历 史 ，要 讲 好 革 命 历 史 ，就 得 有 实

物来证实。”

为了实现这个志向，退休后，戴玉山把全部精力都

用来收藏革命文物。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走遍了胶

东大大小小数千个社区和村庄，27 年骑坏了 9 辆自行

车。有时他甚至被人误认是“古董贩子”。冬天一身

雪，夏天一身汗，干粮是妻子做的小馒头，但只要找到

有 价 值 的 革 命 文 物 ，或 是 挖 掘 出 一 段 鲜 为 人 知 的 历

史，就会感到所有的辛苦与付出都是值得的。

2000 年左右，戴玉山偶然得到一张旧纸片，是一

位名叫车锡亭的人的《服务证明书》，用于证明其人曾

在威海卫公立官庄小学服务一年半。这张写于 1939
年 的 证 明 信 看 起 来 没 什 么 价 值 ，但 戴 玉 山 却 非 常 较

真，“车锡亭是谁？在哪？干什么的？”戴玉山说，之所

以要寻根究底，是因为“我收集的所有革命战争年代

的实物，都要找到来源，这样才能弄清楚背后的历史

故事。”

带着这张旧纸片，戴玉山踏上了一条漫长的追寻

之旅——到档案馆查，到老乡家打听，找老党员问，托

人上网查询，找媒体记者帮忙，但屡屡无功而返。直

到 7 年后，戴玉山才从一位老党员的口中得知车锡亭

也 是 一 位 党 员 ，可 能 牺 牲 在 隋 家 村 。 可 找 到 隋 家 村

时，当地老乡都不知道车锡亭是谁，但了解到“1942 年

冬天，有一位于铁生烈士在日军扫荡时牺牲，安葬在

村边。”又过了两年多，逢人就问的戴玉山从一名老党

员口中得知，“于铁生正是车锡亭的化名，在荣成等地

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戴玉山登报寻找车锡亭的亲属，烈士果然还有许多

亲人，他们也曾四处寻访，却不知车锡亭化名于铁生参

加革命，21 岁就牺牲在外乡。2010 年，车锡亭烈士的坟

墓迁至烈士陵园，车锡亭的 40 多名亲属对戴玉山感激

不已。

一张纸片，10 年查证，不仅让忠烈魂归故里，更让

英烈事迹得以弘扬。

戴玉山仍然在为革命文物奔走。他说：“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党上下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我想从现有的藏品里挑出一些再办一个展览。我要

把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面‘渡江第一船’锦旗。渡江

战役前，部队为了激发支前船工的信心和勇气，将这面

锦旗颁发给了先锋船船工陈正华。渡江时，陈正华负

责扯帆和摇桨，父亲负责掌舵。靠岸后，陈正华和战士

们潜伏在硝烟中，小心翼翼地清除地雷引线。就在这

时，一枚炮弹在他们身边炸响。陈正华血肉模糊，身上

这面‘渡江第一船’锦旗也被炸掉一块。这面锦旗是人

民支前的最好见证……”

安徽省合肥市渡江战役纪念馆，讲解员黎丹妮正

在为游客们讲解着。眼前的展柜里，一面破损的小旗

子静静躺在里面，如果不是讲解员停下来细心讲解，也

许参观者都很难注意到它。

“这面旗子并不是某个重要历史人物使用过的，但

是它背后的故事是壮烈和感人的。渡江战役的胜利，

是人民群众用小船划出来的，这面旗子就是最生动的

证明。从这面旗子上，我们能够看到人民群众对我们

的党、对解放军发自内心的拥护……”

这是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渡江战役纪念馆新

增的讲解内容。

渡江战役纪念馆管理处处长程红介绍，渡江战役

纪念馆结合建党 100 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对馆藏

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挖掘和充实。

程红表示，不仅要弘扬渡江战役的精神，宣传渡江

战役的意义，进一步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尤其是普通

人的故事，更要让历史接地气，有人情味，令人感动，才

能让党史入脑入心。

为此，一大批文物被纷纷挖掘出来。

一位参与渡江战役战士的《家信》，一块寄托对丈

夫 60 年哀思的匾额……都成为游客新的关注点。

“我以前都是在书上了解渡江战役，知道这是一场

重要的战役，但是我没想到，除了有枪林弹雨、浴血奋

战，还有这么多普通士兵和他们家人的感人故事，让我

有了很多新感触。”前来参观的合肥市民说。

每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党史的讲述者。

“类似于‘渡江第一船’这样的文物，我们要深入

挖 掘 。 很 多 文 物 看 似 不 起 眼 ，但 恰 恰 能 够 从 细 节 上

体 现 我 们 党 为 什 么 能 在 100 年 取 得 如 此 伟 大 的 成

就 ，正 是 因 为 党 始 终 站 在 人 民 群 众 的 立 场 上 。”程

红说。

据了解，为丰富馆藏内容，渡江战役纪念馆还在进

一步推进文物征集工作，目前已征集了超过 100 件新

文物。

安徽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

件件文物讲述生动党史
本报记者 徐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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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推出

了一系列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别展览，

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纪念建党百年特别展览上展出的历史文物，承

载着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

记忆，对帮助人民群众走近党史、了解党史，加深对

党的政治领导地位的理解，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不少观众在看过这些展览后表示，在参观的过程

中，思想和心灵受到了涤荡，参观结束后，回味无

穷，对党和国家的过去和未来有了更深的思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要读懂和深刻理解这

本教科书，则需要以生动鲜活的表现方式，在重温历

史事件的同时，带领人民群众了解这些事件中蕴藏

着的伟大革命精神。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举办纪念

建 党 百 年 的 各 种 展 览 是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的 重 要 抓

手。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能增强我们开

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每一件与党的历史相关的历史文物都是一段

伟大故事，都涵养着中国共产党不断茁壮成长的历

史密码和内在基因。这些历史故事中，挺立着无数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奉献甚至付出牺牲的仁人

志士，跨越百年时空，他们的伟大精神与今天徜徉

在博物馆、纪念馆中的观众产生共情和共振，一同

激荡着中国人民爱党爱国的满腔热忱。

党的历史是对今天党和国家的发展有着启示

性意义的重要历史坐标。许多纪念建党百年的展

览都在策展和展陈形式上进行了全新探索，或突出

各个展览所聚焦的特殊历史时期，进行详尽的回顾

和展示，或着重讲述某个群体的历史奋斗故事，以

情感怀、以情动人……这些探索和尝试，不仅是策

展艺术上的创新，更是讲好党的故事、重温历史脉

络的生动实践，为让观众更好地学习党史，提供了

更好的途径，也为推进党的事业继往开来，提供了

更加广阔的思想和实践空间。这也是这些展览吸

引广大人民群众前往参观的重要原因。

这些展览的举办，就是要让人们了解党团结带

领人民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的伟

大贡献、取得的辉煌成就，认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历

史方位，增强历史自觉，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

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激发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

丰富展览形式
讲好党史故事

刘 阳

图①：少先队员参观安徽合肥渡

江战役纪念馆。 资料图片

图②：湖南汝城县“红军长征突破

第二道封锁线纪念碑”。 郑海鸥摄

图③：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以半条

被子为主题的雕塑。 郭伟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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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山 27 年来收藏各类党史资料、实物共 2 万余件

把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张 贺 刘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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