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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色足追寻红色足迹迹 开启青春远征开启青春远征
—江苏省淮北中学连续18年组织“铁流千里”考察队深入开展国防教育

■万东明 刘国海

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
的雷锋包、一双运动鞋、两套
队服，一群平均年龄 16岁的
学生，步行总行程超过 1000
公里。

白天“行军”，参观革命
纪念馆、瞻仰烈士陵园；晚上
写文章、编快报，记录沿途所
见所闻所感。

捐助困难学生、慰问敬
老院老人，走一路，做一路好
事……

这个暑假，江苏省淮北
中学组织两批共 70 余名学
生，围绕纪念彭雪枫将军殉
国 80 周年主题，在“铁流千
里”考察队的旗帜下接力开
展红色研学活动，开启一场
青春的远征。这样的暑期教
育实践活动，该校已连续开
展18年。

责任编辑 / 张 蕾 张轩玮

“我们的诗和远方”

7 月 23 日正午时分，江苏省淮北中

学第 18 届“铁流千里”考察队的 36 名队

员，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本次考察的终

点——位于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的彭雪

枫故居。

此时，距离他们从学校所在地江苏

省宿迁市泗洪县出发，已有 25 天。

队员们向彭雪枫将军雕像敬献花篮

后，跟随讲解员走进故居，了解彭雪枫革

命的一生。

“今年是彭雪枫将军殉国 80 周年，

我们走过安徽省宿州市，河南省永城市、

夏邑县、确山县等彭雪枫将军战斗过的

地方，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活动发起人、

淮北中学思政课教师陈经山介绍，彭雪

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曾驻扎在永

城市；彭雪枫创办的《拂晓报》，诞生在确

山县竹沟镇；1944 年 9 月，时任新四军第

4 师师长兼政委的彭雪枫在夏邑县八里

庄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一路上，队员们战风雨、斗酷暑，沿

着革命先辈的足迹行走千里。队员们

说，千里路程虽长，但只要一步一个脚

印，就能找到“我们的诗和远方”。

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淮北中学，前

身为“淮北苏皖边区公立淮北中学”，是

1941 年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彭雪枫

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办的一所抗日军政学

校。抗战时期，学校所在的泗洪县是新

四军第 4 师师部驻地。

多年来，为了引导学生继承和发扬

革命传统，淮北中学校园里立起老一辈

革命家的雕像，开辟以“铁军”为主题的

文化角，并将“攻坚克难，敢于争胜”作为

学校的校训。

“我们去看看革命先辈，也让他们看

看后来的我们。”2007 年，在该校组织的

一场座谈会上，淮北中学师生和与会的

新四军老战士想到了一起：寻访新四军

战斗过的地方，传承和发扬“铁军”优良

传统。

如何寻访？该校已有一支寻访淮河

两岸革命故地的淮河考察队，于是学校

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新的考察队。因每次

徒步路程有上千公里，学校将新考察队

命名为“铁流千里”考察队。

2007 年，彭雪枫将军百年诞辰，第 1

届考察队穿越苏、皖、豫 3 省，重走彭雪

枫将军的西征、东进抗日路，历时 35 天。

2008 年，刘少奇同志诞辰 110 周年，

第 2 届考察队重走刘少奇同志回延安筹

备党的七大之路，历时 40 天。

……

2023 年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胜 利 70 周

年，第 17 届考察队一路北上抵达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陵园，历时 47 天。

近年来，考察队队员深入过井冈山、

仰望过宝塔山、走进过西柏坡，一步步将

革命老区绘入他们的“红色行走地图”。

随着考察队越走越远，学生参与热情越

来越高，考察的主题也不断拓展。

直播间的“双向奔赴”

“大家看这块写着‘新四沟’的石碑

后面，就是当年彭雪枫带领军民开挖的

水渠。”张景艺移动手机镜头，向直播间

的“ 云 队 员 ”介 绍 一 条 宽 约 10 米 的 水

渠。有了这条水渠，荒地变良田，当年就

获得了粮食大丰收。后来，当地人也称

其为“雪枫沟”。

张景艺是一名大三学生，在淮北中

学读书时曾参加过两次“铁流千里”考察

队，这次以领队的身份参加活动。今年

活动启动时，为了让没能参加的学生实

现“云考察”，让家长们看到队员的成长，

考察队开启了“铁流直播”。

一路上，考察队通过直播镜头讲述

新四军的故事——在江苏省泗洪县，彭

雪枫率领军民冒雨抢险救灾，加固堤防，

守护数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年修

筑的堤坝就是现在的“雪枫堤”；在安徽

省涡阳县，彭雪枫带领军民挖掘了一条

10 余公里长的排水沟治理水患，当地自

发立起一座“彭公雪枫德政碑”；在河南

省永城市，一首民谣传唱至今：“彭司令，

真是强，谁提起来谁夸奖。生活艰苦又

朴素，关心群众像爹娘……”

途中，队员们发现不少以“雪枫”命

名的道路、桥梁和学校。

“这是彭雪枫将军以另一种形式守

护着他热爱的土地和人民。”队员朱翔宇

说，来到当地才看到这么多的革命文物，

了解到这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实地

考察、当地人员的讲解介绍下，书本和传

说中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

在夏邑县八里庄彭雪枫将军纪念

馆，队员们来到“彭雪枫将军殉国处”鞠

躬献花。接着，他们寻访了当年彭雪枫

指挥战斗的战场。

“置身当年的战场，书本上的文字，

仿佛化为千军万马。”站在高处眺望，队

员张子慧说，当年激烈的战斗就像发生

在眼前。

起初，队员们的亲友、同学是观看直

播的主体。后来，一些当地群众和爱心

人士开始关注直播。

“机缘巧合下，我看到了直播，为孩

子们的勇气和精神点赞！”河南省南阳市

第八中学教师王秀义通过直播间联系考

察队，不仅为队员们义务讲解南阳文化，

还带他们参观了卧龙岗。看到直播的当

地志愿者，还特意为考察队送来饮料、药

品和扇子。

“这就是双向奔赴。”陈经山介绍，一

路上，考察队组织队员们献爱心、做好事。

途经安徽省灵璧县娄庄镇时，队员们

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表演红色节目，帮

助打扫卫生。临走时，有位老人拉住队员

蔡家旭的手，一个劲往他包里塞水果。

在安徽省泗县，考察队通过当地爱

心 机 构 为 一 名 家 庭 困 难 学 生 捐 款 ，很

多队员把路上舍不得买零食的钱拿了

出来。

河南省夏邑县、湖北省襄阳市、湖南

省平江县……每到一个地方，队员们都

主动联系当地敬老院、光荣院，帮助做一

些小事。

“革命传统，我们来继承。迎日出，

送晚霞，铁流千里意气发。”漫漫征途，队

员唱着自创的队歌，用脚步追寻历史，用

汗水书写青春。

考察队的“三件宝”

“今天戴晓东虽然脚疼，但坚持不掉

队，大家要向他学习。”7 月 20 日晚的队

务会上，考察队值班员袁国翔点名表扬

遵章守纪的模范队员，同时批评了集合

拖拉的队员。

“铁军精神，我们来发扬。”该校领导

介绍，铁的纪律是新四军战胜艰难险阻

的强大武器，为了确保考察的安全顺利，

第 1 届考察队借鉴新四军十条军规，制

定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许掉队”3

条队规。随着时代发展，“不允许走路听

音乐”“走路不能玩手机”等被写入队规，

逐步形成现在的 22 条队规。

“保证队员们顺利走完千里路，增长

见闻，学会自主和自立，守纪律很重要。”

带队老师吕琼介绍，每名队员都要独立

承担一项工作，有负责带路的引导员、保

障安全的安全员、负责财务的出纳员、联

系食宿的外联员等。

“队员们不用交食宿费，除学校提供

的经费外，食宿要靠外联解决。”考察队

外联员裴永琦说，外联要和陌生人打交

道，保证队员能吃饱，有地方休息。

一次，因为住宿的房间很热，有队员

想到有空调的会议室休息。会议室虽然

没锁门，但管理员早已离开，队员们便

没有过去，热了就用冷水擦身降温。第

二天，队员们把洗漱间打扫干净才离开。

“做外联除了真诚沟通，我们的一言

一行都事关形象、事关成长。”裴永琦说，

他们多向当地教育部门、学校、驻军部队

等单位寻求帮助。得知考察队是徒步寻

访革命先辈足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

队伍后，有关单位都会积极支持，有的不

仅提供食宿，还组织参观和座谈交流。

得到帮助后，队员们会送上感谢信，帮助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新四军第 4 师有“三件宝”：骑兵团、

“拂晓剧团”和《拂晓报》。考察队也有

“三件宝”：铁脚板、“铁流剧团”和《铁流

快报》。

“ 一 天 走 了 40 公 里 ，这 不 是 吃 苦 ，

而是‘很酷’。以前听老师讲志愿军 14

小 时 行 军 70 多 公 里 奔 袭 三 所 里 ，我 觉

得难以置信。这次自己靠‘铁脚板’走

到终点，我觉得信仰和意志力真的能创

造奇迹。”

“过去，我以为参加新四军的动机

都很高远。原来他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

不挨饿、不受冻、不被敌人欺负。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我们不能只享

受当下，也要为未来努力。这样才能坚

定地告诉先辈们，我们将创造一个更美

好的未来！”

“今天是 8 月 15 日，我们来到湖南省

平江县长寿镇张震将军陵园祭奠缅怀，

听了很多张震将军的抗日故事。我们要

铭记他的英勇奋斗和无私奉献。”

……

《铁流快报》记录了队员们坚定的脚

步和思考的足迹。考察队队员、主编张

振宇说，队员们途中要围绕追寻红色足

迹、团结友爱、精神培育、勤俭节约等 20

余个主题，手写 800 余字的见闻和感想，

主编每天遴选优秀文章刊登在《铁流快

报》上，激励大家坚定前行。

“走一路，看一路，思考一路，这不仅

是身体上的锻炼，也是思想上的远征。”

陈经山说，以办报引导学生感悟革命情

怀，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如今，陈列在淮北中学校史馆的一

份份字体各异的《铁流快报》，已成为该

校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载体。

成长成才的“助推器”

“英雄篇章，我们来续写。战风雨，

斗酷暑，去病增智正三观。勇于斗争、敢

于胜利，感动中国做栋梁。”每次返程，队

员们都会高唱自己创作的这首歌迈入

校园。

一起返回的还有“铁流剧团”的原创

表演。考察队队员将沿途见闻排练成舞

台剧，在学校进行汇报演出。

有一年，队员们表演的红色历史剧

《藕奶奶》大受欢迎。

故事发生于 1941 年 5 月，彭雪枫率

部进驻泗洪县半城镇大王庄一带。日伪

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部队

给养困难。当地群众娄凤英自告奋勇，

带着战士们到洪泽湖中挖藕捉鱼，并传

授经验技巧，帮助部队渡过难关，战士们

亲切地称呼她“藕奶奶”。

被捕后，面对敌人毒打，娄凤英始终

保守秘密不暴露新四军队伍。扮演娄凤

英的队员为了演好“藕奶奶”的英勇不

屈，几次直接摔倒在地，令观众动容。

有队员表示，在学校看了“铁流剧

团”的红色历史剧深受触动，后来决定参

加考察活动。还有一部名为《满门忠烈》

的原创剧，讲述了涡阳县丹城镇谢庄一

家 3 兄弟参加新四军，都牺牲在抗日战

场的感人故事，也引起很大反响。

演出教育培养了队员，他们的表演

也影响带动了更多人。“社会实践是学生

成长成才的‘助推器’。”吕琼说，考察结

束后很多队员养成了长跑的习惯，队员

们自发成立“星火爱心社”，利用周末开

展志愿服务。不少家长反映，队员们回

来后不仅身体结实了，也更有担当了。

参 加 过 第 6 届“ 铁 流 千 里 ”考 察 队

的孔凡凯，如今已是一所小学的思政课

教师。

孔凡凯有一名学生是“军迷”，但学

习不够用功。孔凡凯给他讲述了彭雪枫

将军抓住一切时间读书学习的故事：“彭

雪枫将军爱读书、善于学习，不管是行军

还是作战，他都带着书报箱子。一到驻

地，洗了脚，他就在油灯下看书看报，经

常一看就到半夜，甚至是通宵达旦。”听

完故事，那位学生受到激励，学习更加努

力认真，还常缠着孔凡凯讲更多这样的

故事。

善于将道理和故事相结合，让孔凡

凯的课受到学生欢迎。参加考察队后，

孔凡凯养成了购买和学习红色书籍的习

惯，建起了自己的“红色故事库”。

多年来，淮北中学除了每年开展“铁

流千里”活动外，还将新四军“铁军”精神

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融入教学中，推动国

防教育深入开展，引导广大师生厚植家

国情怀，助力强国强军。

“想不到 1.5 公里的巡边路，我们走

了足足两个小时。虽然很累，但用脚步

丈量边境线，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国防的

重要意义。”桂林理工大学学生张心雨在

暑期实践日志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这个暑假，桂林理工大学社会实践

团来到广西龙州县，和彬桥边境派出所

大青山警务室民警一起巡边。

大青山警务室管护的边境线长 18

公 里 ，共 有 36 块 界 碑 。 沿 着 狭 窄 的 山

路，实践团师生来到 1106（1）号界碑前

为界碑描红，让“中国”二字更加鲜艳。

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升一次国旗、走

一次巡边路、上一堂国防教育课、听一个

戍边故事、吃一顿戍边饭，这是 2024 年

广西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社会实践“壮美边疆 青春聚力”专项活

动的主要内容。

“这次活动是为了加深青年学子对

守边固边、兴边富民重要意义的理解，增

强他们的国防意识，激励他们未来投身

祖国边疆建设。”共青团广西区委学校部

负责人介绍，参加活动的有区内外百余

支高校社会实践团，他们分赴防城港、百

色、崇左 3 个边境市开展实践活动。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有1020公里陆地

边境线和1628.6公里海岸线。实践团成员

在行走中感受壮美边疆，共上国防教育课。

同济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联合社会

实践团来到百色市，寻访革命旧址，感受

革命老区新发展。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实

践团师生深入了解百色起义历史，感悟

邓小平、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定的理

想信念。实践团成员文思晟说：“站在《千

秋伟业》雕塑前，我感受到奋发向上的力

量。作为新时代青年，更要担负起时代

使命，让青春在广阔天地中绽放。”

在凭祥市法卡山英雄纪念碑园，桂

林学院教育学院“烛火芳华”社会实践团

的党员师生瞻仰烈士纪念碑后，重温入

党誓词，铮铮誓言响彻山谷。

浙江大学和桂林理工大学联合社会

实践团来到防城港市南里民兵哨所。队

员们参观展览室、登上瞭望台，听哨长讲

述一代代“南疆卫士”以苦为乐、以哨为

家接力守边固边的故事。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广西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护疆铸魂”社会实践团成员大

多是退役复学大学生。在为期一周的实

践活动中，他们为边境地区中小学生传

授军事技能、开展国防教育，为稳边固边

贡献青春力量。

在防城港市防城区峒中镇板八中

学，实践团成员通过展示航母、战斗机等

装备模型，为师生讲述人民军队发展成

就、普及国防知识。广西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还在板八中学成立校外边疆实践基

地，常态化开展共建活动。

百余支高校社会实践团在广西开展“壮美边疆 青春聚力”专项活动—

用脚步丈量祖国边境线
■刘德安

在广西崇左市宁明县爱店镇边境，广西科技大学学生为界碑描红。 李佳奕摄

““铁流千里铁流千里””考察队在考察队在

行进中行进中。。 黎黎 宇宇摄摄

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

““铁流千里铁流千里””考察队向雪枫小学考察队向雪枫小学

捐赠助学金捐赠助学金。。 李春柳李春柳摄摄

在 湖 北 省 石 首 市 博 物在 湖 北 省 石 首 市 博 物

馆馆，，““铁流千里铁流千里””考察队队员考察队队员

了解革命文物了解革命文物。。韦雪梅韦雪梅摄摄

在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张在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张

震将军陵园震将军陵园，，““铁流千里铁流千里””考察队考察队

队员敬献花篮队员敬献花篮。。 方方 其其摄摄

““铁流千里铁流千里””考察队在考察队在

行进途中行进途中。。 黎黎 宇宇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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