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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巍巍，红旗猎猎。

从太行山到沂蒙山，从于都河到延

河……广袤的神州大地上，革命老区仿

佛一处处殷红的坐标，见证着党和人民

军队的发展壮大，见证着中国人民选择

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跟 党 走 的 伟 大

历程。

河 北 阜 平 、福 建 古 田 、陕 西 延 安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多次到 革 命 老 区 考 察调研，瞻仰革命

历史纪念场所，看望老区群众。总书记

指出：“ 革 命 老 区 是 党 和 人 民 军 队 的

根，我们 不 能 忘 记 我 们 是 从 哪 里 走 来

的 ，永 远 都 要 从 革 命 历 史 中 汲 取 智 慧

和力量。”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
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福建省长汀县城关东后巷，福音医

院旧址静静矗立。77 岁的傅剑平，常在

这栋灰白色的土木平房里讲傅连暲将

军的故事。他是将军的后辈，管傅连暲

叫“叔公”。

傅连暲的父母本是佃农，迫于生计

举家搬迁至长汀县城。在基督教会的

资助下，傅连暲读书、学医，后来成了基

督教医院——福音医院院长。1933 年，

在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下，福音医院整体

搬 迁 至 江 西 瑞 金 ，更 名 为 中 央 红 色 医

院。傅连暲坚定跟党走，还将医院所有

设备和药品全部捐给中共中央。

“当时，叔公每月收入 400大洋。”

因为这句话，傅剑平常常被游客追

问，“这么好的经济条件，为啥要革命？”

“叔公出身于社会底层，饱尝劳苦大

众的艰辛。当时就认定一条，共产党是为

劳苦大众服务的，共产主义所描述的未

来，就是他心中憧憬并愿意为之奋斗的理

想社会。”傅剑平回答。

从“基督医生”到“红色医生”，傅连

暲转换的不仅是身份，更是人生观、价

值观的“脱胎换骨”。

在老区，许许多多像傅连暲这样的

普通人，聚拢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点燃

了理想信念之火。虽历经千难万险、付

出重大牺牲，但心中的那座信仰丰碑始

终不倒。

丰碑上写满了忠诚——

在位于山西省武乡县的八路军太

行纪念馆，一封长信感人至深。那是左

权 将 军 牺 牲 后 ，妻 子 刘 志 兰 的 泣 血 哀

思。“对于革命，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也贡献了我的丈夫。你所留给我最深

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崇高的牺

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

为了永恒地纪念你，我将努力将二者紧

密的结合起来，学习你继续你的遗志奋

斗 。 在 任 何 困 难 之 下 ，咬 着 牙 齿 渡 过

去。有一点失望和动摇都不配做你的

妻子。”

丰碑上镌刻着坚定——

江 西 省 兴 国 县 ，一 首 歌 谣 至 今 传

唱：“送郎当红军，一路要小心，保家卫

国，我郎最光荣……”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仅 23 万人口的兴国县，就有 8 万多

人 参 加 红 军 ，其 中 牺 牲 在 长 征 路 上 的

烈 士 就 超 过 1.2 万 名 —— 相 当 于 长 征

路 上 每 一 公 里 ，就 有 一 名 兴 国 儿 女 化

作生命路标。

革 命 理 想 高 于 天 。 2019 年 5 月 ，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省于都县考察时

指出：“当年革命十分艰难，也可能不成

功 ，但 人 们 心 中 理 想 信 念 之 火 一 经 点

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就一定会前赴后

继 ，哪 怕 当 时 不 成 功 ，将 来 也 必 然 成

功！这个理想信念我们一定要有，要把

这个火烧得旺旺的。”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
抔热土一抔魂

河北省献县，马本斋纪念馆。一辆

木制的小推车，勾连起一段悲壮往事。

1937 年 至 1944 年 间 ，马 本 斋 指 挥

所部回汉战士同日伪军作战，进行大小

战斗 870 余次，歼灭日伪军 3.6 万余人，

令 敌 人 闻 风 丧 胆 ，被 毛 泽 东 同 志 誉 为

“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1941 年，敌人使出卑鄙伎俩：以马

本斋的母亲白文冠为人质，企图以此为

饵消灭回民支队。敌人就用那辆木制小

推车，把白文冠押解至河间县城。

白文冠视死如归，绝食 7 天，为国捐

躯。追悼会上，马本斋庄严宣誓，遵照母

亲遗愿，永远跟党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

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因长期转战，马

本斋积劳成疾。1944 年 1 月，他抱病为

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报告，叮嘱同志

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

同年 2 月 7 日，马本斋病逝于冀鲁豫军区

后方医院，年仅 42岁。

望不尽的青山连绵，诉不完的荡气回

肠。革命战争年代，在生与死的考验下，

处处闪现着老区人民的铮铮铁骨；血与火

的淬炼中，有太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

这里有共赴国难的大义凛然——

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山西省

武乡县被誉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

摇篮”。当年，全县 14 万人中有 9 万多人

参加各类抗日团体，其中 1.5 万人参加八

路军、2.1万人献出宝贵生命。

这里有红旗不倒的悲壮豪迈——

绵延近 400 公里的大别山，是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的驻地所在。这里诞生了

多支红军主力部队，虽经历了红军主力

部队转移和反动势力“围剿”，但党的组

织不散，武装斗争不断，28 年红旗不倒。

“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数

十万大别山儿女前赴后继，用鲜血浸染

出“永不褪色”的红土地。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

省 金 寨 县 考 察 时 指 出 ，一 寸 山 河 一 寸

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

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

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

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思想永远不能丢

一把镢头一把枪，建成“陕北的好江

南”——走进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触摸

革命老区延安的一段峥嵘岁月。

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

于日本侵略者疯狂“扫荡”“清乡”，实施

“三光”政策，加之国民党顽固势力军事

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

济状况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我们曾

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

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

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

校、军队几乎断炊。”

毛泽东同志问大家：“饿死呢？解

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他亲笔题词

作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1 年 ，八 路 军 三 五 九 旅 开 赴 南

泥湾，在这片“荒山臭水黑泥潭”的地

方拉开了大生产的序幕。官兵们风餐

露宿，吃的是野菜，喝的是苦水，却接

连 创 造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开 荒 纪 录 ：七 一

七 团 李 黑 旦 每 天 开 荒 两 亩 半 ；七 一 八

团 李 位 又 将 其 刷 新 至 三 亩 六 分 七 ；劳

动英雄郝树才后来的日开荒纪录到了四

亩二分三……原本“一片荒凉少人烟”的

南泥湾，最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一曲《南泥湾》，唱出了共产党人战

天斗地的革命豪情，也唱出了革命老区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936 年，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亲

眼所见的场景令他惊讶万分：毛泽东住在

十分简陋的窑洞里，周恩来睡的是土炕，

彭德怀穿的背心用缴获的降落伞裁成，林

伯渠用绳子缠着一条腿的眼镜……他认

为自己看到了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并

断言这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

从井冈山时的“有盐同咸、无盐同

淡”，到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力更生、丰衣

足食”，再到西柏坡的“两个务必”，艰苦奋

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3 月 5 日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指出：“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

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

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

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

要把革命老区建设
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
更好生活

革命老区的英雄群像里，有浴血疆

场的将士们，有视死如归的革命者，也

有无数平凡的普通人。

2014年 7月 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

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情讲述了一位英雄母亲的抗战故事：

“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

把丈夫和 5 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

战死沙场。”

故事发生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

十团开辟的丰（宁）滦（平）密（云）抗日

根据地。丈夫和儿子在外打鬼子，邓玉

芬则同样冒着危险，担负起掩护和救治八

路军和县区干部的任务。亲人牺牲的消

息接踵而至，她咬牙挺住，继续工作。弥

留之际，邓玉芬留下最后心愿：“把我埋在

大路边，我要看着孩子们回来。”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正是老区人民的无私奉献，让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军队不断壮大，铸成“什么力量也

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就算自己舍上命，也不能让烈士

断了根。”抗战时期，“沂蒙母亲”王换于

领着儿媳创办战时托儿所，精心呵护 86
名革命后代，自己的孙辈中却有 4 人因

营养不良而夭折。

“红军干娘”周家姆，为营救上门避

险的红军将领王树声，让自家儿子换上王

树声的衣服。最终，王树声逃过一劫，周

家姆的儿子却惨遭敌人杀害。她忍住悲

痛，又将另外两个儿子相继送进红军队

伍。数年后，已是红军师长的王树声回家

乡探亲，长跪于周家姆面前：“干娘，您不

只是我的干娘，也是我们红军的干娘！”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

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

担 架 上 ，最 后 的 亲 骨 肉 送 他 到 战 场

……”如泣如诉的革命歌谣里，有老区

人民的生死相托。

饮水思源，不忘老区。2019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

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绝不能忘记老

区人民，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

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如今，老区和老区人民不仅同全国

人民一道如期步入全面小康社会，又朝

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大步走向

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老区精神 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上
本报记者 颜 珂

“ 老 支 书 ”缓缓走上舞台，颤抖 着 端 起 一 碗 饺

子 。“ 朱 村 的 老 少 爷 们 儿 ！”他 顿 了 顿 ，哽 咽 着 说 ，

“ 今 天这碗饺子，不敬天不敬 地 ，就 敬 为 救 咱 朱 村

牺牲的战士们……”

音乐响起，鼓声如雷。台上，众人跪地齐喊：“祭

英烈，奠忠魂！”台下，观众潸然泪下。

这是山东省临沭县朱村村民自编自导的情景

剧《第一碗饺子祭英烈》中的一幕。53 岁的村民王

峰既是编剧、导演，又是主演。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朱 村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红 色“ 堡

垒 村 ”，被 日 伪 军 视 作 眼 中 钉 、肉 中 刺 。 1944 年 1
月 24 日，适值农历除夕，日伪军“扫荡”朱村，八 路

军 一 一 五 师 老 四 团 八 连 战 士 闻 讯 赶 来 。 经 过 激

烈 战 斗 ，朱 村 得 救 ，24 名 年 轻 战 士 却 永 远 长 眠 于

此。第二天天刚亮，朱村人捞起第一碗 饺 子 祭 奠

烈 士 。

70 多年过去，过年头碗饺子祭英烈的年俗，在

朱村延续下来。小时候，王峰常听奶奶说，“这个

年俗咱家不能断，吃水不忘挖井人，俺朱村人不能

忘了八路军”。

战争年代，朱村人满腔热血报家国，青壮年纷纷

参军、支前。新中国成立后，朱村人不等不靠，在人

均不足半亩地的情况下，把荒地变良田，年年超额完

成粮食生产任务。如今，朱村人又挖掘红色故事，发

展红色旅游，过上全面小康生活。

眼瞅着游客越来越多，怎样创新形式讲好朱村

故事？王峰一琢磨，自己喜欢表演，不妨排个情景剧

试试！

一遍遍打磨剧本，邀请村民当“演员”，全身心投

入排练，表情、动作、道具细细雕琢。“演好，才能把故

事讲好。”王峰说。

今年 7 月 1 日，情景剧首秀。台下观众不少，王

峰的心扑通扑通直跳。落幕鞠躬那一刻，瞥见台下

有人捂眼、泣不成声，王峰长舒一口气。打那时到现

在，已经演出 60 多场。

“头上这片天，脚下这方土。朱村老区子子孙

孙、世世代代会永远记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俺朱

村，没有八路军，就没有俺朱村人！”这是王峰写在剧

本里的话，也是朱村人的心声。

七十载

传承特殊年俗
本报记者 李 蕊

“守护这些红军标语，从太爷爷赖德位到我，

已 经 是 第 四 代 了 。”在 江 西 省 于 都 县 罗 江 乡 新 屋

村 ，59 岁 的 赖 如 亮 缓 步 巡 查 一 栋 土 坯 房 ，确 保 四

周整洁干净。

土坯房只有 50 多平方米，四周都已是农家小

楼。“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资本家压迫工

人”“革命胜利后再相见”……墙上，27 条标语、5 幅

漫画清晰可见。

赖如亮说：“1932 年，太爷爷把 12 名红军迎进

门。当时家里有两栋房子，西边的两层围屋让给了

红军，我们一家人住在这间土坯房里。红军不仅帮

着干农活，还教我父亲赖厚祥认字。”

“有一天，红军班长南志俊提出想在墙上写标

语、画漫画，太爷爷当即答应。”随着赖如亮的介绍，

我们端详墙上的标语和漫画，只见字迹工整、画笔精

细，落款为“红军第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八师第一

百一十四团机关枪连二班班长南志俊同志画”，时间

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敌人在苏

区实行白色恐怖。赖家人连夜用黄泥和上稻草，将

标语和漫画掩盖起来。

“一定要把标语保存下来，等红军回来。”赖如亮

说，这是太爷爷一直叮嘱家人的话。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地工作的赖厚祥每次休假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家人刮洗黄泥浆，刷新标

语、漫画。退休后，他就住在这栋土坯房里，守护这

些标语和漫画，还为参观者义务讲解红军故事。

“把老房子拆了，在原址建新房吧。”父亲去世

后，亲朋好友劝赖如亮。“这是一笔宝贵财富，应该代

代传承。”赖如亮回答。

2012 年，这栋土坯房被列为于都县文物保护单

位。于都县近年来先后投入 1500 多万元，对全县

现存的 1700 余条红军标语开展普查、保护，并设立

红军标语集中展示馆，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鲜活

教材。

四代人

守护红军标语
王 丹 宋嘉华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 2015年在
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

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

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这

些牺牲和贡献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

史丰碑上。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

老区和老区人民的这些牺牲和贡献，继

承和发扬老区和老区人民的光荣传统，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图图①①：：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山上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山上，，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张博文摄摄

图图②②：：江西省井冈山市茨坪毛泽东同志旧居江西省井冈山市茨坪毛泽东同志旧居，“，“小红军宣小红军宣

讲团讲团””成员陈欣言成员陈欣言（（左一左一））进行义务讲解进行义务讲解。。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彭昭之摄摄

图图③③：：位于沂蒙革命老区的山东省临沭县曹庄镇朱村位于沂蒙革命老区的山东省临沭县曹庄镇朱村

新新貌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凯凯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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