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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红色记忆箱”，
这里有一份宝贵的精神
财富

山东威海，是陆军装甲兵学院学员

孙玉坤的家乡。假期里，这座海滨城市

游人如织。沐浴着海风，许多年轻人无

法将眼前的岁月静好与曾经的残酷战

争联系在一起。

小 时 候 ，在 参 观 胶 东 革 命 纪 念 馆

时，孙玉坤被一张张黑白照片、一件件

历史文物所震撼。胶东，这片英雄的土

地，见证了无数革命先辈的英勇斗争。

在抗日战争时期，胶东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建立了山东最

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那是孙玉坤第一次深入了解自己

家乡地区的革命历史。站在抗日英雄

伟岸的雕塑前，他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

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英雄的敬

仰，利用这个假期，孙玉坤踏上了搜集

红色记忆的旅程。穿梭在胶东大地，他

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里面，装着相机、笔

记本、录音笔和几本历史书籍。

“要知道自己到哪里去，首先要知

道自己从哪里来！”孙玉坤称这个箱子

为“红色记忆箱”。每当他通过走访找

寻到有关革命的历史物件，就拍一张照

片放进这个箱子里收集起来，再用文字

与镜头，去记录那背后的一段段浴血历

程、奋斗故事。

为了这次社会实践，孙玉坤做了大

量的准备工作。他专门前往家乡的多

处史馆研究了当地不同时期的革命历

史，并在相关社区和村委会的支持下，

登门拜访了一些革命老人和烈属家庭。

打开这个“红色记忆箱”，最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本日记。那泛黄的纸张上，

写着这样一段话：“亲爱的家人，如果我

没能回来，请不要为我哭泣。我是为了

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战，我死得其所，

死而无憾。”

1940 年的一个寒冷冬日，一位年仅

25 岁的战士，在一次夜袭日军据点的行

动中，为了掩护同志们安全撤退，孤身

一人留下阻击敌人。子弹打完了，他用

刺刀与敌人搏斗，最终壮烈牺牲。80 多

年后的今天，在这位英雄的后代家中，

孙玉坤仿佛聆听到穿越时空的呼唤，感

受到那个时代青年所具有的坚定信念

和不屈精神。

“这些故事，是老一辈革命英雄留

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孙玉坤眼中闪

烁着泪光。

在一个乡亲家里，孙玉坤被一件有

着弹痕的旧衣服深深触动。那时，由于

物资匮乏，军装难以配发充足，许多战

士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与敌人进行着

殊死的搏斗。衣服上的弹孔，诉说着当

年战斗的激烈和抗日英雄的英勇无畏。

在 孙 玉 坤 搜 集 的 过 程 中 ，有 些 物

件因年代久远，变得陈旧破败；有些信

件 也 因 保 存 条 件 不 佳 ，字 迹 已 然 模

糊 。 但 他 没 有 放 弃 ，用 笔 记 本 记 录 下

每 一 个 故 事 的 细 节 ，尽 可 能 地 还 原 那

些红色记忆。

追 寻 的 过 程 中 ，孙 玉 坤 还 拜 访 了

一 位 民 间 收 藏 爱 好 者 —— 李 永 健 老

人。他的屋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旧

物件 ”：墙上挂着锈迹斑斑的军刀 ，桌

子 上 陈 列 着 泛 黄 的 信 件 ，角 落 里 堆 满

了革命时期的宣传画和报纸……每一

件 都 散 发 着 独 特 的 光 芒 ，背 后 都 承 载

着一段历史。

在这些珍贵的收藏中，孙玉坤的目

光被一张褪色的纸条吸引。它静静地

躺在一本无名旧书的夹页中，仿佛是被

遗忘的时光信物。

那是一张当年的解放军战士留下

的欠条。尽管纸条上的字迹已经有些

模糊，但依然能辨认出那朴实无华的字

句：“因战事所需，今借入百姓玉米面粉

八斤……”简单的几句话，承载着深深

的军民鱼水情。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

代，解放军战士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

针一线，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

忘给百姓留下这个欠条。

这 张 欠 条 ，让 孙 玉 坤 对 那 个 时 代

的 精 神 有 了 更 加 深 刻 的 理 解 。 他 明

白，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历史，每个

故 事 都 是 宝 贵 的 记 忆 。 他 的“ 红 色 记

忆箱”因此更加丰富，不仅承载着革命

的 热 血 与 牺 牲 ，更 增 添 了 一 份 军 民 情

深的醇厚。

“红色记忆箱”就像一座桥梁，连接

着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承载着对

民族精神的坚守。这次暑期社会实践，

孙玉坤满载而归。他将自己收集的革

命物件的照片和资料整理归档，计划在

归队后举办一个小型展览，让更多的人

能了解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忆。

走近“红色故事微讲
堂”，这里开出一朵美丽
的花

学员罗晟豪是陆军装甲兵学院“砺

剑宣讲团”的成员之一。今年暑假，他

和战友们开展返乡社会实践，面向当地

社区居民宣讲党史军史故事。

罗晟豪的“第一站”，选择了家乡淄

博 市 正 在 开 展 的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讲

堂。午后，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落

在了讲堂里的书架上，金色的光斑在书

脊上跳跃。举步登上讲台，感受着胸腔

里同样在跳跃的激情，罗晟豪深吸一口

气，开始了他的讲述。

此前，罗晟豪精心挑选了《红星照

耀中国》《青春之歌》等著作选段，以引

入自己想要讲解的内容。定下具体方

向后，他心中也曾有过忐忑，“我真的能

够触动听众的心灵吗？真的能让他们

从历史中感受到信念的力量吗？”

他深知，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将心

中 的 问 号 拉 直 。 然 而 试 讲 中 ，他 的 声

音 带 着 些 许 生 涩 ，讲 稿 中 有 些 句 子 也

不够通俗易懂。试讲还不到 10 分钟，

台 下 有 些 人 面 露 困 惑 ，还 有 人 开 始 窃

窃私语。

讲 完 后 ，他 虚 心 地 征 求 大 家 的 意

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他说：“孩

子，你的讲述很有力量，但能不能不要

讲 得 那 么 高 深 ，好 让 我 们 能 听 得 更 明

白 ？”一 位 带 着 孩 子 的 妇 女 也 建 议 ：

“如果能让故事生动些，孩子们会更感

兴趣。”

“听众的呼声，就是努力的方向。”

为了让讲述深入浅出，将英雄的故事传

递到聆听者的内心深处，罗晟豪一遍遍

打磨讲稿，反复进行试讲，最终令讲述

既保留了红色故事的厚重，又增添了平

易近人的温度。

又一次，罗晟豪站上讲台。面对台

下前来听他宣讲的群众，他从大家的眼

神中确认，这些千锤百炼的故事像种子

一样，播撒到每个人的心中。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的先辈，

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信仰的长城！在革

命的浪潮中，无数青年投身其中，用他

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

篇章！”激昂的声音在实践讲堂内回荡，

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听众心上的鼓点，

唤醒了他们对历史的共鸣。

随 着 故 事 的 展 开 ，罗 晟 豪 感 到 自

己 与 听 众 之 间 建 立 了 一 种 特 殊 的 联

系。当看到大家的眼神由最初的好奇

转 变 为 深 深 的 感 动 ，他 心 中 涌 现 出 一

股暖流。

“你们觉得，这些革命先烈为什么

要选择这样一条道路？”罗晟豪和台下

听众交流互动。

孩子们纷纷举手，他们的回答充满

了童真，也充满了真情。

“因为他们爱我们的国家，他们想

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个小女

孩说道。

“他们很勇敢，他们不怕困难，他们

愿意为了我们牺牲自己。”一个小男孩

补充道。

作 为 一 名 军 校 学 员 ，罗 晟 豪 此 时

不仅是一个讲述者，更是一个传播者，

将革命先烈的精神播撒给成长中的孩

子们。

宣讲结束后，罗晟豪思考着返校后

的汇报交流。他想，“红色故事微讲堂”

虽然刚刚起步，但已经绽放出一朵朵美

丽的花……

绘上一抹“爱国红”，
这里有永不褪色的印记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是苏

中革命火焰燃起的地方。早在 1925 年，

这里就诞生了原泰县地区第一位共产

党员。同时，这里还是苏中第一个红色

苏维埃政权诞生地和红十四军发祥地

之一。

8 月 ，阳 光 宛 若 金 色 绸 缎 ，轻 覆 在

广 袤 的 田 野 上 。 稻 穗 低 垂 ，随 风 泛 起

层 层 金 色 波 浪 ，构 成 一 幅 流 动 的 田 园

诗 画 。 此 次 的 返 乡 社 会 实 践 ，学 员 钟

奕洋想要采取一种新的形式。他打算

和 当 地 美 术 学 校 的 师 生 携 手 ，进 行 一

次 特 别 的 艺 术 创 作 —— 红 色 墙 绘 ，用

画笔将爱国主义精神绘入这片充满生

机的土地。

回乡第一天下午，钟奕洋便马不停

蹄地前往蒋垛镇进行实地采访。行走

在田埂之间，踏访苏维埃纪念馆，他心

中涌动着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

“墙绘不是色彩的涂鸦，而是一次

心灵的触碰、一次历史的对话。”钟奕洋

说，他计划在乡村的老墙上，绘制出一

幅幅饱含深情的画面，让过往的行人停

下脚步，去感受那份沉甸甸的历史和不

灭的精神。

“爷爷好，我是一名军校学员，暑假

回到家乡，希望能了解一些家乡的红色

故事。”钟奕洋诚恳问道。

乡亲们黝黑的脸庞上留着岁月的

印迹，眼神中闪烁着光芒。钟奕洋认真

倾听他们讲述的每一个故事，不时点点

头，用笔记录下那些珍贵的细节。

其中，一位年迈的老人，讲起了苏

中首个红色苏维埃政权所在地区委书

记孟起安的英雄事迹。

那是 1947 年春天的一个夜里，正在

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的孟起安不幸被

捕。关押期间，敌人将他的手掌和肩骨

用铁丝穿起来上锁，并反复毒打。孟起

安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但他依

然紧咬牙关、只字不说。穷凶极恶的敌

人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押往刑场，准备

行刑。

“你们杀了我孟起安，会有千千万

万个孟起安为我报仇，共产党人是斩不

尽的！”浑身鲜血淋漓的孟起安面不改

色、昂首挺胸。他至死不屈，用尽全身

最 后 一 丝 力 气 大 声 高 呼 ：“ 共 产 党 万

岁！”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定格

在了运盐河畔、银杏树旁。

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村民们听到

这里，都陷入了沉默。钟奕洋的内心也

被深深触动，他闭上眼睛，仿佛能看到

孟起安慷慨就义前与敌人英勇斗争的

场景。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所要做的

不仅是画一幅画那么简单，而是要通过

画笔让这些英雄的故事流传下去，让更

多的人了解并记住他们。

钟奕洋与当地美术学校的师生选

择先在手中的画板上进行草稿打磨，而

后再联系当地村委会选址墙绘。绘制

过程中，美术学校的学生们负责主体画

面创作，他则负责细节的描绘。

烈日当空，汗如雨下，他们用画笔

一笔一笔勾勒出革命先烈的英勇形象。

“眼神，是人物的灵魂。”美校学生

杨锦雯边画边说。她知道，只有将革命

先烈眼神中的坚定表现出来，这幅画才

能打动人心。

“这不仅仅是一幅画，而是一段历

史 ，一种精神 。”钟奕洋希望通过这幅

画，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从中感受到

那份不屈的力量。

初 稿 完 成 ，村 民 们 被 这 些 生 动 的

画面所吸引。他们围在画板前，凝视、

聆听着钟奕洋和团队成员讲述其中的

故事。

“这幅画让我想起了我爷爷，他当

年也是一位革命战士。”一位村民感慨

地说，“爷爷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们都

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甘愿付

出的人。”

钟奕洋听后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

创作画作的初心与信心。墙绘完成后，

他准备邀请附近村庄的乡亲们前来参

观，并在每幅墙绘前设置讲解点，由团

队成员讲述创作背景和创作意义。

这个暑假，充满了青春、阳光、汗水

和激情。那些红色的记忆，在学员们的

共同谱写下，汇聚成动人的诗篇，讲述

着一个个关于信仰与传承、理想与追寻

的故事……

火 热 的 暑 假 ，满 满 的 收 获
■刘 畅 魏四方 张俊义

8月，阳光似鎏金般火热，透过窗户打在床边。陆军装
甲兵学院学员孙玉坤一边擦着额头的汗，一边整理着自己
面前一个特别的小箱子。暑期社会实践即将开启，他要带
着这个箱子奔赴乡间，收集段段散落的红色记忆，讲述那被
岁月尘封的故事……

同一时刻，该学院“砺剑宣讲团”的成员们正反复打磨

稿件内容，他们希望将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到一个个社区。
作为俱乐部文艺骨干，学员钟奕洋则希望用画笔描绘红色
军史，用细腻笔触传递感人情怀……

踏歌而行，梦想启航。这个假期，军校学员们怀着满腔
热忱出发，投身火热的社会实践。传承红色基因、书写奋斗
故事，他们接力点燃信仰火炬，激扬强国强军的青春力量。

暑假社会实践 “太棒了，她做到啦！”陆军边海防

学院“钢钉杯”军事体技能比武竞赛现

场 ，呐 喊 助 威 声 此 起 彼 伏 。 随 着 一 阵

欢 呼 骤 然 响 起 ，女 子 组 屈 臂 悬 垂 项 目

的新纪录诞生了。

“ 这 次 成 绩 比 之 前 最 好 成 绩 进 步

了 不 少 ！”说 起 那 个 激 动 人 心 的 场 面 ，

学员们纷纷称赞。

利落的短发、瘦小的身躯，很难想

象，眼前这位面带笑容、说话细声细语

的 姑 娘 ，就 是 学 院 纪 录 的 打 破 者 ——

梁 佳 丽 。 担 任 学 员 队 女 兵 班 班 长 的

她 ，入 校 前 是 第 76 集 团 军 的 一 名 特 种

兵 。 从 特 战 队 员 到 军 校 学 员 ，梁 佳 丽

在 学 习 和 训 练 上 不 断 突 破 自 我 ，一 步

步成长蜕变。

梁 佳 丽 的 家 乡 是 四 川 省 仁 寿 县 ，

那里，也是叫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口 号 的 战 斗 英 雄 阳 廷 安 出 生 的 地 方 。

2021 年 ，梁 佳 丽 参 军 入 伍 ，时 刻 以“ 两

不怕”精神激励自己。最初，她是陆航

旅 的 一 名 通 信 兵 ，后 来 恰 逢 该 集 团 军

特种兵选拔集训，出乎很多人意料，她

主动报名参加选拔。

“这不是自找苦吃，就算没有被选

上，我也一定会比现在更强大……”面

对 身 体 素 质 上 的 差 距 ，梁 佳 丽 没 有 丝

毫动摇和退缩，严格落实训练计划，再

苦再累都咬牙坚持。

100 个 俯 卧 撑 、100 个 仰 卧 起 坐 、

100 个 深 蹲 ，是 她 雷 打 不 动 的 训 练 内

容 ；练 习 瞄 准 时 ，她 一 趴 就 是 一 下 午 ；

参加格斗训练，她一次次被击倒，又一

次次站起，即使浑身是伤也不喊疼……

历 时 3 个 多 月 ，在 严 格 的 考 核 和 淘 汰

后 ，梁 佳 丽 战 胜 了 轻 武 器 射 击 、格 斗 、

攀 登 等 一 个 个“ 拦 路 虎 ”，如 愿 成 了 一

名特战队员。

“ 接 过 英 雄 的 枪 ，就 要 把 最 好 、最

强的我献给祖国。”信念更加坚定的梁

佳丽决定要报考军校。

一 边 练 体 能 和 技 战 术 ，一 边 学 习

文 化 知 识 ，梁 佳 丽 分 秒 必 争 。 陆 游 那

句“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成为她

的“ 座 右 铭 ”。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2023

年 军 队 院 校 招 生 考 试 中 ，梁 佳 丽 以 优

异成绩被陆军边海防学院录取。

听闻学院举办军事体技能比武竞

赛的消息，学员们摩拳擦掌，还是大一

学 员 的 梁 佳 丽 也 跃 跃 欲 试 。 然 而 ，那

段 时 间 她 突 发 感 冒 发 烧 ，战 友 们 劝 她

好好休养，不要太拼。思考过后，梁佳

丽 还 是 坚 定 了 参 赛 的 决 心 ，在“ 目 标

墙”上写下自己的目标。

想 要 取 得 突 破 ，就 要 付 出 比 常 人

更 多 的 汗 水 。 随 着 身 体 状 态 渐 渐 好

转 ，梁 佳 丽 全 身 心 投 入 训 练 。 下 午 练

体能时间，她来到操场，400 米、800 米、

1000 米冲刺，一圈又一圈掐表算时间，

不断调整呼吸、步频；屈臂悬垂最考验

人的耐力，她就吊在单杠上，一直坚持

到手没有力气滑下来；晚上休息时间，

走 廊 的 角 落 里 ，也 常 常 能 看 到 她 加 练

的背影……

终 于 ，梁 佳 丽 在 比 武 竞 赛 中 取 得

了 3 公里跑第一名，并且创破了女子屈

臂 悬 垂 项 目 纪 录 。 这 ，只 是 梁 佳 丽 前

进 道 路 上 的 一 个“ 逗 号 ”。 走 进 军 校

后，梁佳丽思维和视野更加开阔，作为

一名未来的指挥员，她总是在思考，面

对 日 新 月 异 的 战 争 形 态 ，如 何 才 能 克

敌制胜。

着眼打赢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梁佳丽积极参加学院的射击俱乐部和

定向越野俱乐部，自主学习钻研无人智

能装备操作。面对全新的专业内容，她

一点点从头开始“啃起”，遇到不懂的问

题就积极向教员和战友们请教。最近

的一次对抗训练中，她使用某型系统进

行攻击，带领组员率先完成任务。

“突破永不止步，我要练就过硬本

领，做一枚坚不可摧的‘钢钉’，牢牢嵌

入祖国万里边海防线上。”展望未来军

旅之路，梁佳丽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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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暑假期间，陆军装甲

兵学院学员参观红色场馆。

图②：军校学员与美术学

校学生围绕历史革命故事进行

创作。

颜禹铭摄

夏天的风吹过，时间来到一年中最炙热的时刻。“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一批军校学员选择了暑假留校，或执行任务，或看护校园，在滚滚热浪中锤

炼意志品质，不断增强打赢本领，践行“强军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铮铮誓言。请看这组漫画，我们一起走近军校暑期强化训练。 （李炜梁/绘、张俊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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