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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序厅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序厅

““石破天惊石破天惊””雕塑雕塑。。 郭冬明郭冬明摄摄

来自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来自武警江西总队南昌

支队的志愿者为青少年讲支队的志愿者为青少年讲

述南昌起义历史述南昌起义历史。。

周周 甜甜摄摄

““八一红色百人团八一红色百人团””少年少年

团志愿者为观众讲解军服军旗团志愿者为观众讲解军服军旗。。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前的前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雕塑雕塑。。

郭冬明郭冬明摄摄

我在我在““八一馆八一馆””当志愿者当志愿者
——江西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江西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八一红色百人团八一红色百人团””开展文化志愿服务观察开展文化志愿服务观察

■■张语嫣张语嫣 仇美欣仇美欣 本报特约记者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郭冬明

“八一大天亮，百姓早起床。昨夜晚，机关枪，其格格其格
格响，它是为哪桩……”“八一”前夕，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中山路
380号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人头攒动，讲解员曹语婷用南
昌方言唱起《八一起义歌》，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曹语婷是该馆“八一红色百人团”志愿者。正是这支人数
多、素质好的志愿者团队，在“八一”前后和暑期参观高峰期解
决了纪念馆工作人员人手不足的难题，帮助参观者更好地了解
军旗升起的历程、感悟革命先辈的精神。

“八一”，是南昌的亮丽名片，也是南昌军民的骄傲，南昌军
民亲切地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为“八一馆”。馆里这支以“八
一”命名的志愿者团队，有着怎样的故事？近日，记者走进“八
一馆”探寻答案。

“这里陈列的是南昌起义将士穿过

的军服。当时敌我双方的军服一样，为

了辨清敌我，起义军脖子系着红领巾，

手臂扎着白毛巾，并在马灯和手电筒上

画上‘红十字’作为标记……”走进《打

响第一枪》展厅，志愿讲解员王武正在

为大家介绍展品。

今年 77 岁的王武是“八一红色百

人团”年龄最大的志愿者，也是首批成

员。临近“八一”，看着来纪念馆参观的

游客日渐增多，王武主动申请延长志愿

服务时间，由每月到馆两次调整为只要

有空、只要有需要就来。

目前，该团队共有成员 222 人，但

仍沿用“百人团”的名字，这和成立时间

有关。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全国掀起党史军史学习热潮，南昌

成为旅游研学热门目的地，到南昌八一

起义纪念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为

了满足线上线下讲解需求，该馆计划向

社会招募 100 名志愿者，组建“八一红

色百人团”，从事讲解、筹备展览、策划

活动、推介红色文化等志愿服务。

“为了建立一支人员稳定、专业过

硬的志愿者队伍，我们在招募之初就设

立了一定的‘门槛’。”该馆副馆长熊艳

燕说，因此能不能招满 100 人，当时心

里也没底。

该馆在招募令上提出，报名的志愿

者每月至少需要到馆或线上服务两次，

每次服务两小时以上，1 年内累计服务

达到 80 小时，讲解不少于 30 场次。服

务期通常为 1 年，服务期满经考核合格

后方可续聘。

令人意外的是，招募令一经发布应

者云集，当天线上线下报名人数就突破

了 400 人。

“我的爷爷周大根参加过南昌起

义，1938 年在上海浦东抗日，于‘汇角

战斗’中光荣牺牲。1945 年，我的父亲

周到参加新四军淞沪支队，后来先后参

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8 年 5

月转业。”退休干部周亚南看到招募令，

第一时间报名，他希望将祖辈的故事讲

给更多人听。

“没想到在古稀之年，还能续上‘八

一’缘。”退休在家的彭力健报名很早，

而他与“八一”结缘更是在几十年前。

那时他刚参加工作不久，到江西省话剧

团学习时，曾在话剧《八一风暴》中担任

群众演员。

“‘八一馆’是南昌的地标之一，游

客到南昌一般都会去打卡。”从外地考

入江西师范大学的陈冰颖主动报名，她

说，自己在学校就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如果能发挥特长到“八一馆”当志愿者，

是非常荣幸的事。

在南昌这座英雄城，人人以“八一”

为傲。从青少年学生、驻军部队官兵、

党史专家，到大学教师、离退休干部、企

业员工，招募计划吸引众多军民踊跃报

名。

面试、培训、考核、公示、建团、授

旗 ——100 位 熟 悉 党 史 军 史 、多 才 多

艺、具有奉献精神的志愿者成为“八一

红色百人团”首批成员。据了解，该团

主要分为社会志愿者团队、文博名人

团队和专家学者团队，其中社会志愿

者团队还根据成员年龄分为少年团、

青年团和“芳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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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红色百人团”志愿者中有一

支穿军装的小分队，他们到馆讲解时，

常常会受到“追捧”。

“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在《告全体

官兵书》中郑重宣示：我们此次革命的

行动，就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

问题而奋斗。”这天，武警江西总队南

昌支队战士曾铖到馆讲解，许多参观

者聚拢在他周围，他带领的“队伍”越

来越庞大。

“专业的讲解、干练的形象，‘兵哥

哥’讲军史非常受欢迎。”熊艳燕告诉记

者 ，从 驻 军 部 队 遴 选 的 6 名 军 人 志 愿

者，熟悉党史军史、气质形象好，讲解有

说服力、亲和力，馆里根据他们的时间

专门安排周末进行讲解。

从 八 一 军 旗 下 走 来 ，讲 述 南 昌 起

义的故事，这支志愿者小分队身份特

殊、使命光荣。成为志愿者 1 年多来，

曾铖向纪念馆的研究人员请教军史，

向专业讲解员学习讲解技巧，不仅成

为“军史通”，还成为部队教育微课堂

的“主讲人”。

这样的特色团队，在“八一红色百

人团”里不止一个。近年来，随着“博物

馆热”持续升温，红色场馆成为热门打

卡地。参观者越来越多，需求也更加多

元。为了满足参观者差异化需求，增强

红色文化吸引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充分利用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的优势，

探索开展多样化、精准化服务，提升红

色文化传播质效。

参观时，一名手语志愿讲解员引起

记者的注意。他的手势不断变化，参观

者在他周围安静地“聆听”。无声的“讲

述”里，澎湃着惊心动魄的历史。

“刘佳亮是我们专为听障人群服务

的 6 名志愿者之一。一次偶然的机会，

有听力障碍的刘佳亮在父母陪同下走

进纪念馆，现场‘聆听’手语志愿者的讲

解后，决定加入团队。”长期从事特殊教

育的南昌市启音学校副校长邓媛媛是

该馆首位手语志愿者，也是一名军嫂。

她告诉记者，为了让更多的特殊群体全

面了解南昌起义历史，她将近 5000 字

的讲解稿整理成手语专用稿，并反复修

改成通俗易懂的手语表达。

“不管是哪种方式，都是为了更好

地讲述‘八一’故事，诠释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军队的初心使命，加深大家对南昌

起义的认识，厚植爱党爱国爱军情怀。”

熊艳燕说。

“八一红色百人团”中，有文艺特长

的志愿者结合《八一歌谣》讲音乐党课，

开展情景宣讲；专家学者团队结合时事

热点，深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企事业

单位等进行党史军史专题宣讲；文博名

人团队深入挖掘革命文物内涵，编排红

色故事，创作《铁心跟党走——贺龙入

党启示》《人民军队践行初心使命的起

点》等精品课程。

情景剧《八一军旗红》中，朱德的扮

演者是来自江西艺术职业学院的学生

志愿者李万林。

“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为掩

护主力部队撤退，与近两万敌军浴血奋

战，坚守三昼夜。”李万林说，为了演绎

好“血战三河坝”那段历史，表现出人民

军队敢打必胜、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他反复研读历史书籍，从生活习惯等细

微处入手，力求还原当时情境，带领观

众走进血与火的岁月。

发挥优势各展所长

“ 特 色 团 ”捧 出 真 心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两点，南昌起

义第一枪打响。如今，纪念馆南昌起义

总指挥部旧址——江西大旅社一楼营

业部桌上的时钟，仍指向凌晨两点。

“八一红色百人团”志愿者宋晨认

为，这是一个让很多参观者印象深刻的

细节，历史与现实在这里“联通”。每次

讲到这里时，宋晨都会留出一定时间让

参观者细细体会。

“ 南 昌 起 义 中 ，打 响 第 一 枪 的 是

谁？”宋晨一直记得，刚成为志愿者不

久，一名参观者的提问让他一时答不上

来，场面十分尴尬。自此，宋晨全身心

投入党史军史学习，并立志成为红色文

化守护者。今年，宋晨大学毕业，应聘

成为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的专

业讲解员。工作间隙，他依然会回到南

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义务讲解。

了解红色历史，加入宣讲团队，是

不少人成为“八一红色百人团”志愿者

的路径。

“我是在陪伴儿子的过程中成为志

愿者的。”志愿者张莉娟告诉记者，儿子

范奕辰于 2022 年加入志愿者队伍，她

在一次次陪儿子搜集历史资料、准备讲

稿的过程中，慢慢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

趣。2023 年，张莉娟通过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的考核，和儿子并肩“战斗”在讲

解岗位上。

一颗“心”影响一颗“星”，一片云推

动另一片云。

去年 3 月，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推

出“心星相连向未来”特殊群体服务项

目，组织志愿者走进南昌市启音学校、

南昌市盲童学校等，定期为特殊青少年

群体讲授文化课程。

“第一个‘心’，取自志愿者服装的

标志，是一颗爱心。第二个‘星’，指患

有自闭症或有视听障碍的特殊青少年

群体。”谈起发起活动的初衷，该馆志愿

者负责人林彦平说，他们将帮助特殊群

体走近“八一”、融入社会作为志愿服务

的重要内容，让志愿者在传递爱心的同

时收获成长。

将“八一”故事、红色文化传播到更

深更远处，是“八一红色百人团”始终追

求的目标。建团以来，他们不仅讲述南

昌起义的历史，还走出纪念馆开展红色

文化宣讲，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作为重点内容，把革命故事送进部队、

企业、社区、高校等。

“小红果”红色故事公益课堂就是

其中的一个代表。

“一次讲解结束时，我无意中听到

一位小朋友说，从家里到纪念馆太远

了。”进一步了解后，少年团志愿者童

雨萱得知，那位小朋友是乡村小学的

留守儿童，平时很难有机会外出。为

此，童雨萱萌生了创办红色流动课堂

的想法。

童雨萱向纪念馆提出想法后，得到

大力支持。2022 年 11 月，以少年团志

愿者为主体、以“小红果”命名的红色故

事公益课堂正式成立。“小红果”宣讲形

式活泼，内容浅显易懂，针对不同受众

群体、授课时机，讲述不同主题的红色

故事。在乡村小学重点讲党史军史小

故事，在社区重点讲南昌起义故事，在

企业重点讲雷锋精神……

今年 3 月，“小红果”志愿服务项目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中斩获金奖。

据统计，2021 年以来，“八一红色百

人团”志愿者先后在全国完成志愿宣讲

725 场。

服务内容不断拓展

“ 小 红 果 ”走 出 围 墙

穿上迷彩马甲，戴上麦克风，挂

上“001 号志愿者工作证”，每次走

上海军博物馆志愿者岗位，我都要

仔细检查一下“行头”。这是我坚守

了 3 年的“战位”，也是我 16 年海军

生涯的延续。

2021 年，海军博物馆完成改扩

建后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当时我

已退役在文博领域工作，正参与筹

建青岛水务博物馆。带着对海军深

厚的感情，我第一时间报名。后来

我第一个参加面试、第一个被录取，

光荣地成为 001号志愿者。

当我穿上迷彩马甲，接待来自

天南海北的游客，为他们介绍装备

展品，讲述人民海军劈波斩浪的光

辉历程时，自豪感总是油然而生。

我讲解最多的是我国第一艘核

潜艇“长征一号”。这艘退役后开放

参观的潜艇位于室外武器装备展

区，是游客必去的打卡点。“潜艇兵

怎么睡觉？在水下最长要待多长时

间？鱼雷能打多远……”进入潜艇

舱室参观，游客都很关心潜艇兵的

日常生活和装备的战斗力。除了介

绍基本知识，回答问题，我还会重点

讲述“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和同

事们的科研传奇——“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他们用不到 10 年时间，

造出了我们自己的核潜艇。

“一听就是当过兵的”，常有人

说我的讲解很专业、有激情，这是对

我这名老兵志愿者最大的褒奖。3
年多来，我每个周末和节假日都会

抽出 1天到馆服务。

现在，博物馆的志愿者编号已经

到了 107 号。志愿者作为博物馆工

作人员的重要补充，在综合服务、志

愿讲解、宣传策划等岗位发光发热。

作为 001 号志愿者，我经常担

任值班班长，负责志愿者队伍的工

作分配、业务帮带等。我认为，要守

好海军博物馆志愿者这个光荣的

“战位”，首先要热爱国防、了解军

队，积极学习军队尤其是海军相关

知识；其次要有热情，有热情才能感

染游客，给游客带来良好的参观体

验；最后要坚持，有奉献精神，定期

抽出时间开展志愿服务。

在志愿者队伍里，有很多在校

大学生，他们在开展志愿服务的同

时也获得了成长。志愿者秦柄南就

读于威海海洋职业学院，每到假期

都会来海军博物馆服务。得知他热

衷于研究军事装备，我经常和他分

享自己在部队的经历，介绍大学生

入 伍 政 策 ，鼓 励 他 到 军 营 建 功 立

业。今年 3 月，秦柄南和另一名志

愿者刘佳旭一起进入海军服役。

“八一”前后，海军博物馆将组织

“致敬最可爱的人”系列主题活动，邀

请潜艇老兵再下潜艇，举行“八一”主

题手工创作和互动游戏。期待大家

到海军博物馆参观。

（周勇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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