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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韶 峰 巍 峨 ，韶 水 绵 长 。 这 里 是 韶

山，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的故乡。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东北方向

不 到 500 米 的 地 方 ，是 武 警 湖 南 总 队

湘 潭 支 队 某 执 勤 中 队 的 执 勤 点 营 房 。

这里住着毛泽东同志故居警卫班的战

士们。

我 们 来 采 访 时 ，只 听 警 卫 班 里 传

出一阵毛泽东诗词的朗读声。当我们

问 起 战 士 们 对 哪 首 诗 词 印 象 最 深 时 ，

战士刘赛博说：“我最喜欢《七律·到韶

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让人感觉豪情满怀。”他还向我们

讲 起 诗 词 创 作 背 景 ：“1959 年 ，毛 泽 东

同志回到韶山。阔别故乡 32 年，想到

为革命牺牲的 6 位亲人、1700 余名韶山

乡亲们，他触景生情，写下这首《七律·

到韶山》。”

“ 韶 山 不 仅 是 闻 名 遐 迩 的 红 色 圣

地，更是一座红色资源宝库。”该中队

指 导 员 介 绍 ，“ 我 们 中 队 驻 守 伟 人 故

里 52 年，始终注重发挥驻地红色文化

资 源 优 势 ，用 红 色 文 化 教 育 官 兵 、武

装官兵。”

最 近 ，“ 一 切 为 了 人 民 ”主 题 展 览

正在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举办。展览

前，一名“红肩章”讲解员娓娓道来的

讲 解 ，吸 引 了 游 客 们 的 关 注 。 他 是 该

中 队 大 学 生 士 兵 田 沛 。 他 的 成 长 经

历 ，正 是 该 中 队 用 红 色 文 化 建 队 育 人

的一个缩影。

当 年 ，田 沛 放 弃 待 遇 优 渥 的 工 作

机会，选择参军入伍。新训之初，高强

度的训练、高标准的管理，让田沛很不

适应，甚至一度觉得“自己是不是选择

错了”，但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后

来，他不仅各项训练、执勤任务完成出

色，还在支队演讲比赛中一举夺魁，入

选 支 队“ 红 肩 章 ”讲 解 员 队 伍 。 田 沛

说：“红色故事培塑了我的人生观、价

值观，让我找到了内心的答案，坚定了

从军梦想。”

田沛所说的“红色故事”中，“旧睡

衣 ”的 故 事 让 他 印 象 格 外 深 刻 。 他 回

忆说：“第一次到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

馆 参 观 时 ，馆 内 有 一 幅 毛 主 席 打 满 补

丁 睡 衣 的 3D 复 原 图 ，我 看 了 又 看 ，很

受触动。”

“在韶山听毛主席的故事，教育效

果很不一样。那些故事仿佛能走进心

灵深处，让我感受到灵魂的震动。”这

是 田 沛 的 感 受 ，也 是 该 中 队 官 兵 的 共

同感受。

驻 守 在 毛 泽 东 同 志 故 乡 ，该 中 队

在开掘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方面有着天

然的优势。一代代中队官兵也格外珍

惜 这 种 优 势 ，积 极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文 化

活 动 ，充 分 发 挥 红 色 文 化 铸 魂 育 人 作

用。指导员介绍，每年新兵下队，都要

进 行 入 队 宣 誓 ，参 观 毛 泽 东 同 志 纪 念

馆 。 每 逢 重 要 时 节 ，该 中 队 还 会 邀 请

驻地纪念馆讲解员、老兵、军烈属等来

到 中 队 ，面 对 面 与 官 兵 话 传 统 、作 辅

导 。 在 红 色 文 化 的 滋 养 中 ，该 中 队 官

兵 不 断 深 化 对 党 史 的 认 知 ，心 中 刻 上

红色印记，在潜移默化中铸牢听党话、

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周末时间，该中队学习室里，战士

王晨等几名官兵正在安静看书。王晨

说：“今天没有执勤任务，我想把上次没

读完的理论书读完，为支队选拔‘士兵

理论骨干’储备理论知识。”

中队指导员介绍，利用空余时间、

执勤训练间隙主动学习党的理论，是中

队的一项光荣传统，也是大家的行动自

觉。这些年来，该中队一方面以教育实

践 活 动 为 统 揽 ，把 学 党 史 军 史 与 讲 战

例、战斗故事有机融合，用丰富的故事、

生动的语言把道理讲深讲透。另一方

面 ，他 们 聚 焦 官 兵 关 注 的 重 点 热 点 问

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讨论辨析，提升官

兵思想觉悟，锻炼官兵运用理论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采访中，我们看到，该中队官兵既

是 优 良 传 统 的 继 承 者 ，也 是 红 色 文 化

的 传 播 者 。 近 年 来 ，他 们 在 毛 泽 东 同

志故居一角设立“宣讲站”，利用党团

活 动 时 间 ，经 常 安 排 士 兵 理 论 骨 干 向

往 来 游 客 和 附 近 群 众 讲 红 色 故 事 、讲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广 受 好 评 。 今 年 ，该

中 队 指 导 员 获 评 总 队 优 秀 政 治 教 员 ，

10 余 名 士 兵 理 论 骨 干 走 上“ 红 肩 章 ”

讲 解 员 岗 位 ，红 色 文 化 之 花 结 出 累 累

果实。

二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前夕，

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纷纷来到韶山参

观、追思、缅怀。

“请各执勤人员切实维护好秩序和

安全……”在该中队一号执勤点，值班

员陈宇密切关注着人群。他全神贯注，

不断接收对讲机里来自各个点位的报

告，及时给战士们下达指令。

守 护 伟 人 故 里 ，这 既 让 中 队 官 兵

感 到 光 荣 ，也 让 他 们 感 受 到 压 力 与 动

力 。 令 陈 宇 印 象 深 刻 的 一 次 执 勤 ，是

一 位 远 道 而 来 的 白 发 老 人 ，流 着 泪 要

跟 战 士 握 手 ，表 达 对 官 兵 守 护 伟 人 家

乡 的 感 谢 。 这 次 经 历 ，让 陈 宇 久 久 难

忘。他说：“我跟战友们都觉得，我们

必 须 要 做 得 更 好 ，才 对 得 起 群 众 对 我

们的认可。”

思想的力量，体现在对行动的引领

上。践行是最好的传承。该中队官兵

自觉赓续传承红色血脉，将忠诚于党、

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践行在每一次执

勤训练、每一次完成任务中，立起新时

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他们获得的一

系列荣誉也说明了这一点。该中队连

续 30 年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先

后 12 次被总队评为标兵中队，荣立集体

一等功 1 次、集体二等功 5 次、集体三等

功 14 次。

初冬时节，寒风凛冽。韶山毛泽东

铜像广场上，伴着庄严的《献花曲》响

起，两名礼兵抬着花篮，迈着整齐的步

伐走向毛泽东铜像，代表湘潭支队冬季

退伍老兵敬献花篮。“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铿锵誓言，在广场久久

回荡。

“一次仪式就是一次文化熏陶。”该

支队领导说，仪式活动是传承红色基因

的生动呈现，庄严的仪式能不断加深官

兵的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催生官兵能

打仗、打胜仗的练兵热情。

前不久，在支队 400 米障碍比武场

上，战士唐军代表该中队参赛。“预备，

开始！”唐军跨深坑、越矮墙、过高板，

动作利索、一马当先……最终，预选成

绩 本 不 占 优 势 的 他 ，夺 得 冠 军 。 唐 军

回 忆 起 当 时 训 练 的 日 子 ，对 我 们 说 ：

“我们驻守在伟人故里，深感自豪与光

荣 。 刻 苦 训 练 、争 当 精 兵 是 我 们 自 觉

的追求。”

承 载 着 守 护 伟 人 故 里 的 光 荣 使

命，该中队官兵传统不丢、本色不褪，

用实际行动为红色韶山添了一道新的

风景。

三

“把人民的利益举过头顶，前进，前

进，高唱凯歌为打赢！”这一天清晨时

分，伴随着该中队队歌铿锵旋律响起，

官兵集合在中队文化墙前，准备迎接一

位特殊来客。

曾经的贫困户胡锡珍老人，一大早

就来到中队看望官兵。当年，中队主动

与胡锡珍一家结成帮扶对子，不仅逢年

过节上门看望慰问，还积极寻找脱贫方

法，帮助老人一家迈上致富道路。

在该中队荣誉室，整齐地摆放着 80

余封感谢信，有一面墙挂满了锦旗。这

些感谢信和锦旗，有的来自驻地贫困学

生，有的来自受到救助的游客，有的来

自当地群众，讲述着一个个官兵爱民为

民的暖心故事。

“我们在坚持学好、用好党的创新

理论的过程中，深刻领悟到‘坚持人民

至上’的思想内涵。”该中队指导员说。

为 民 初 心 接 续 传 承 ，红 色 文 化 擦

亮 本 色 ，官 兵 用 实 际 行 动 回 答“ 为 谁

当 兵 、为 谁 打 仗 、为 谁 服 务 ”的 问 题 。

党 的 二 十 大 代 表 、韶 山 村 党 委 书 记 毛

春 山 对 我 们 说 ：“ 中 队 官 兵 进 驻 50 余

年 ，拥 政 爱 民 ，当 好 伟 人 故 里 的 警 卫

员 、服 务 员 、宣 传 员 。 他 们 为 维 护 韶

山地区的安全稳定和人民幸福生活作

出了贡献。”

“用心用情拥军优属，心手相连拥

政爱民”，这是该中队官兵创演的群口

快板《双拥共建谱新篇》中的一句快板

词 ，也 被 他 们 写 到 了 营 区 前 的 展 板

上 。 中 队 战 士 们 说 ，这 是 他 们 共 同 心

声的表达。

我们结束采访回到中队营区，只见

门口电子屏上闪烁着一句话——“用好

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

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句话映红了正在整齐列队的一

张张青春的面庞。

红色韶山的独特风景
■彭议政 本报特约记者 邓 鑫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

赣边界，延绵五百里，被誉为“中国

革命的摇篮”。

我对这座名山充满了向往。前不

久，我从福州坐动车出发到南昌，换

乘 大 巴 前 往 井 冈 山 。 过 赣 江 ， 上 高

速，两侧的山越来越高，由小的、零

星 的 山 包 逐 渐 变 成 层 峦 叠 嶂 。 一 路

上，幽深的峡谷、壁立的悬崖、陡峭

的尖峰间续相伴左右。绿岭千重望眼

迷 ， 奇 峰 挺 立 与 云 齐 。 四 五 个 小 时

后，我终于抵达井冈山。

遥想当年，井冈山地势险要，易

守难攻。井冈山地区独特的地形和险

要的地貌，为其创设了天然屏障。黄

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和桐

木 岭 5 处 哨 口 ， 扼 守 着 当 时 进 出 井 冈

山的 5 条主要小路。

著名的黄洋界哨口，地处井冈山

西北面，是茨坪、茅坪两地之间的必

经之路，为“五大哨口中最险要处”，

雄 峰 耸 立 ， 陡 不 可 攀 ， 有 “ 一 夫 当

关，万夫莫开”之势。3 条狭窄崎岖、

盘山而上的山间小路在此联结：一条

北 经 茅 坪 村 ， 与 江 西 省 永 新 县 相 连 ；

一 条 西 连 大 陇 村 ， 可 抵 湖 南 省 炎 陵

县；另一条则南接井冈山上大小五井

村，直达茨坪。

战争岁月里，这 3 条小路上留下了

多 少 战 斗 故 事 和 红 色 记 忆 。 1928 年 8

月，黄洋界保卫战在此打响，敌人就是

沿着山间小路向黄洋界进攻。红军凭险

据守，在赤卫队和人民群众支援下，连

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同年冬天，为了

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朱德与

广大红军指战员就是沿着这 3 条小路，

将大量粮食从宁冈运上了井冈山茨坪和

大小五井一带。

我们这次体验的挑粮小道，便位

于黄洋界下面，原名五里横排，是当

年 红 军 从 宁 冈 挑 粮 上 山 路 线 的 一 小

段 。 这 是 一 条 弯 弯 曲 曲 的 羊 肠 小 道 ，

崎 岖 不 平 ， 全 长 约 5 公 里 。 我 们 去 的

时候，刚好赶上下雨天。一连几天下

雨，土壤被雨水浸透，道路湿滑，泥

泞不堪。可以想见，当年红军挑粮上

山是怎样的艰难。

井冈山的路，是曲折泥泞的山间小

路，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铺就的红

色之路，也是通向革命胜利的光荣之

路。

在这片大山里，毛泽东同志建立

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以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

道 路 。 革 命 的 星 星 之 火 在 这 里 燃 起 ，

新中国的希望在这里升腾。在创立和

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

同志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

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实行“工农武

装 割 据 ”， 并 逐 渐 形 成 了 游 击 战 作 战

原 则 。 红 四 军 和 井 冈 山 根 据 地 的 经

验，对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对中国革命

产生深远影响。

从此，井冈山被载入中国革命史

册，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

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

胜利”的井冈山精神。

如今，天堑变坦途，上山难已成为

历史。宽阔平坦的公路四通八达，人们

可乘车到达所有景点。茨坪、龙潭、黄

洋界、主峰等景区已建成开放，熙熙攘

攘，游人如织。

登高远眺，我仿佛看到从井冈山

出发的山间小路，在中华大地上不断

延伸，已经变成通往民族复兴的康庄

大道。

井
冈
山
的
路

■
邱
云
安

“ 把 刺 刀 上 起 来 ， 把 枪 口 瞄 好

准。向前，向前，在战场上我们永不

后 退 ！” 前 不 久 ， 我 为 参 加 旅 里 强 军

故事会查找资料时，在旅史汇编上看

到了一首熟悉歌曲的简谱——旅里官

兵经常唱起的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队 歌》。 那 一 行 行 散 发 着 硝 烟 味 道 的

歌词，浓缩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岁

月。

1937 年 日 寇 进 攻 北 平 、 轰 炸 天

津，并向山西进犯。在风雨飘摇的局

势 下 ， 山 西 青 年 抗 敌 决 死 队 光 荣 诞

生。这是一支特殊的抗日武装，是我

党组建、发展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性质的军队。为了呼吁大家奋起抗

日，在决死队组建之初，共产党员夏

川根据法国 《马赛曲》 曲调，填词谱

写了这首鼓舞人心的战歌。

“ 快 迈 开 脚 步 向 前 ， 向 前 ！ 不 怕

那 一 切 危 险 和 艰 难 ， 把 全 部 力 量 献

给 民 族 ……” 当 年 ， 2000 多 名 为 了

抗 日 决 死 决 战 、 不 畏 牺 牲 的 热 血 青

年 ， 高 唱 着 这 首 队 歌 ， 冲 杀 于 抗 日

战 场 。 沉 睡 的 太 原 古 城 醒 来 了 ， 到

处 是 抗 战 的 呐 喊 、 救 亡 的 歌 声 ， 革

命的火焰熊熊燃烧。

我所在的旅，前身部队之一为山西

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 25 团。《山西青

年抗敌决死队队歌》 与先辈们的抗战历

史，一同被收录在我旅旅史汇编中，成

为我们光荣历史的一部分。

参加强军故事会后没多久，我跟随

思政教育骨干赴旅队发源地寻根溯源。

汽车一路飞驰，太行巍巍，延袤千里。

我终于来到歌中所唱的山西，来到这片

浸染英雄鲜血的热土。

那一天，我们来到寿阳县大落坡

村。这里是我旅“白刃格斗英雄连”前

身 部 队 决 死 队 8 连 战 斗 过 的 地 方 。 当

年，令日寇闻风丧胆的白刃格斗战就是

在这里打响。

车子行驶在乡道上，我远远地便看

到一位老人站在路口张望。老人是决死

队 英 雄 的 后 人 、 大 落 坡 村 的 老 党 员 。

1937 年 11 月太原陷落，决死队深入敌

后，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创建抗日

根据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队歌》

也随之广为流传。老人说，他的父亲就

是唱着这首歌加入决死队的，而且村里

很多人都是听着决死队白刃格斗战的故

事长大。

1940 年 8 月 20 日晚，信号弹划破

夜空，百团大战打响。决死队 25 团担

负破袭寿阳马首车站、断敌交通命脉的

任务。为阻击敌人，8 连官兵最后时刻

与 日 寇 展 开 残 酷 的 白 刃 格 斗 战 ……

“ 战 士 们 勇 猛 无 畏 ， 刺 刀 捅 弯 了 就 用

枪 托 砸 、 用 小 锹 砍 ， 没 有 一 个 人 后

退 。” 村 民 们 得 知 我 们 是 “ 白 刃 格 斗

英雄连”传人后，纷纷跟我们讲起他

们所知道的战斗故事。

我眼前的千沟万壑里，仿佛冲出

一群端着刺刀的年轻战士。他们犹如

猛虎一般，呐喊着、冲锋着……“把

刺 刀 上 起 来 ， 把 枪 口 瞄 好 准 。 向 前 ，

向 前 ， 在 战 场 上 我 们 永 不 后 退 ！” 我

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战歌，越来越多

的人也加入进来，嘹亮歌声从梁峁逶

迤的大落坡飘向远方。

夕阳西下，起伏的山丘中炊烟袅袅

升起。那面“白刃格斗英雄连”战旗正

迎风飘扬，鼓舞人心的战歌依然在人们

口中传唱。

战歌回荡在三晋大地
■李雪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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