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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磨灭的永不磨灭的““长征印记长征印记””
—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之际探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兰善喜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记者 危乔巧 马宇辰

金秋十月，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内，一场以“伟大的出发·永远的长征”为主题的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展开展。一张张图片、一段段史料、一件件文物，将参观者带回90年前的于都河畔。

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 8.6万余名将士，星夜渡过于都河坚毅出征，在中华大地留下一条蜿蜒两万五千
里的“红飘带”，书写了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

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长征步道、突破封锁线战斗旧址，到红军村庄、红色守护人、红军后代合唱团……
如今，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赣南地区，处处可见的“长征印记”，以不同形式讲述着可歌可泣、震古烁今的
长征故事，激励后来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瑞金市—

十七棵青松，播下
理想信念种子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雨里格

绵绵，介支个秋风寒……”10 月 10 日，瑞金市云

石山乡丰垅村，第五届长征节展演暨中央红军

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馆开馆仪式在《十送

红军》的歌声中拉开帷幕。

云石山乡是长征前党中央在瑞金的最后一

个驻地，关于长征的重要决策部署，就是在这里

研究和决定的。为了纪念那场伟大的远征，当

地在这里新建了展览馆，全景展示长征决策、准

备、出发的历史。

演出结束，游客陈女士久久没有离开。“最

受触动的是 30 名红军女战士的故事。”她说，以

前只知道长征路途艰险，现在才知道在出发前

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当时一些红军的子女无

法随军转移，许多女红军不得不将孩子寄养到

乡亲们家中，毅然踏上征途。

走进展览馆，展柜里一幅刊登在《红色中

华》上的漫画吸引游客仔细端详。漫画描绘的

是一位叫杨荣显的老人为了支援红军、支持革

命，将 8 个儿子送上前线，最后全部战死沙场的

感人故事。

“长征之路就是一条信仰之路。红军为什

么出发，说到底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为人民谋

幸福。因此，无论是红军将士还是苏区人民，他

们都无惧牺牲、义无反顾。”瑞金市史志研究室

编研股股长钟燕林告诉记者。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不会熄灭。

国庆假期，有许多新人举办婚礼。距离云

石山乡 30 公里的叶坪镇黄沙村华屋小组，一对

新人携手来到青松前祭拜英烈。

90 年前，17 名华屋青年加入长征队伍。临

行时，他们来到后山，每人种下一棵松树，约定

革命胜利后一起返乡，如果有人回不来，活着的

人要为战友照顾好父母，照看好这些松树。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长征途中，华屋

儿郎奋勇杀敌，全部壮烈牺牲，再也没有回到故

土。家乡亲人为了寄托哀思，便把这一棵棵青

松当作烈士的英灵、亲人的化身，这片青松也成

为一片“信念林”。

近年来，华屋新人结婚，都要到“信念林”祭

拜英烈；开学季，新生们要到“信念林”上“第一

课”；新兵入伍、民兵入队、老兵退伍，要向 17 位

烈士“报告”……

时光流逝，“长征印记”早已融入人们的血

脉。翻开“红都”瑞金旅游地图，50 余处代表革

命旧址的红色火炬星罗棋布。贺龙入党、伯坚

就义、红井情深、巾帼长征等 10 余个红色经典

故事持续在舞台上演、在学校传播，人人耳熟

能详。保护革命旧址，讲述长征故事，成为当

地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的自觉行动。

这几年，瑞金市有 500 余名学生

报名成为“小红星”讲解员，他们

利用周末、节假日到红色 景

点为游客义务讲解。

在瑞金中央革命

根据地历史博物

馆 ，“ 小 红

星 ”讲

解员杨炎钦经常为参观者讲述项与年扮乞丐

智 送 情 报 的 故 事 。 1934 年 ，为 了 将 国 民 党 的

“铁桶围剿”计划相关情报送到中央，项与年毅

然用砖头敲掉 4 颗门牙，将情报藏在满是污秽

的袋子里，扮成乞丐沿路乞讨，巧妙地通过一

个个关卡，将情报送到中共中央驻地，为长征

决策作出贡献。

“以前听家人讲、从课本里学，现在自己在

战斗旧址、博物馆讲长征，对革命先辈为了理

想的矢志不渝和牺牲奉献有了更深的体会。”

杨炎钦告诉记者，当讲解员不仅升华了自我，

还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征历史，弘扬长征精神，

很有意义。

于都县—

八大渡口，见证军
民鱼水深情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10

月 12 日，记者来到于都河东门渡口，看到正在

上演的大型情景剧《告别》，再现了 90 年前父送

子、妻送郎、渡口托孤依依惜别的动人场景，表

现老区人民倾力支援红军的热忱。

剧中红军女战士的扮演者王璐瑶告诉记

者，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让来这里

的游客了解长征历史，是每一个于都人的责任，

作为志愿者她希望一直演下去。

“这个情景剧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但每看一

次都很感动。”红军后代肖力民说，每次观看演

出，都会想起自己的大爷爷和大堂伯父，他们就

是从这个渡口出发参加长征的。

1934 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

迫 转 移 ，突 围 转 移 集 结 的 地 点 最 终 选 在 了 于

都。10 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从于都河北岸渡河。

“当时在于都河主要设置了 8 个渡口，有东

门渡口、西门渡口、南门渡口、山峰坝渡口、鲤鱼

渡口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就是从

我们身旁的东门渡口渡河的，因此这个渡口也

被称为‘长征第一渡’。”记者跟随游客参观，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熊佳丽向大家介

绍当年的渡河情景。

眼前的于都河波光粼粼，静静流淌。以东

门渡口为中心，于都县建起了中央红军长征集

结出发地纪念园，迎接八方来客。

记者了解到，每年 10 月，在东门渡口，不仅

有长征源小红星讲解团“童心传”、长征源宣讲

团“精心讲”、长征源演艺团“匠心演”，还能聆听

长征源合唱团“用心唱”。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

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这天，红色

经典《长征组歌》在河畔唱响，歌声婉转动人。

身着红军服的表演者来自长征源合唱团。

合唱团由于都县 160 余名红军后代自发组成，

是一个业余文化团体，没有专业音乐功底的他

们，却有着炽热的情怀。

“参加合唱没有报酬，还要利用休息时间排

练，自筹服装和道具。缘于共同的红色基因，大

家从 2010 年坚持唱到现在。”长征源合唱团团

长邹伟民介绍，组建至今，他们沿着先辈的足

迹，来到长征沿线巡演，唱遍了于都，唱响了江

西，唱到了全国，将长征精神唱进千千万万观众

的心中。

“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他们

为什么出发，他们又走向了哪里？随着探访的

不断深入，记者心中的答案逐渐清晰。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幅由 80 双

草鞋拼成的中国地图十分引人注目。90 年前，

为了让红军安全渡过于都河，于都人民拆门板、

店铺板甚至棺材板送到渡口，全力协助红军架

设浮桥。同时，苏区人民连夜打草鞋，总共打了

20 余万双。

“当年，红军脚穿于都人民打的草鞋踏上长

征路，走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今天，我带着草

鞋 走 进 军 营 ，也 要 干 出 让 家 乡 人 民 骄 傲 的 成

绩。”送兵仪式上，新兵华鹏收到了家乡群众送

的一双草鞋，发言表达决心。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父老

乡亲将亲手打的草鞋送到即将入营的新兵手

中，已成为于都送兵仪式的固定环节。

沿着于都河一路向东，记者来到距离山峰

坝渡口不远的梓山镇潭头村探访。只见一排排

蔬菜大棚鳞次栉比，田间地头一片忙碌景象。

“2017 年，渡口旁的梓山贡江大桥建成通

车。从那时起，村里的蔬菜无论是北送南昌，还

是南下广东，能少走许多路程。”潭头村村支书

刘连云感触很深，他说，得益于党的富民政策，

在民兵助农小分队的帮带下，村民通过蔬菜种

植过上了好日子。

傍晚时分，一艘小船划开平静的河面，缓缓

驶出。记者极目远眺，曾经红军渡河时的 5 座

浮桥，已为名为“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

的 5 座现代化大桥所取代。

昔日长征渡口，今朝车水马龙。5 座大桥，

将一部长征史烙印在滚烫的名字里，贯通一江

两岸的城市新格局，点亮这座红色小城的时代

繁华，融入老区人民的幸福新生活。

信丰县—

一盏马灯，照亮突
破重围之路

“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这是

陆定一在红军长征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写

下的诗句。诗中所写的古陂、新田两地，位于赣

州市信丰县。

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记者来到新田镇百

石 村 。 站 在 围 栋 山 上 俯 瞰 ，当 年 敌 人 挖 下 的

500 余 米 长 的 战 壕 仍 在 ，里 面 长 满 了 灌 木 、杂

草。红三军团指挥部、红军营房、炮楼等旧址

修葺一新。

1934 年 10 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

头部队挺进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

仗——百石战斗。第四师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

挥第十一团投入战斗。激战中，洪超不幸中弹，

壮烈牺牲。将领的冲锋陷阵，让战士们士气倍

增。百石一战，红军全歼守敌。几天之内，各路

红军以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先后在

信丰县境内的新田、金鸡、古陂、石背等地打垮

国民党守军，突破封锁线，冲出重围。

“那时只知道牺牲的是红军将领，直到 2005

年，参加过当年战斗的红军后代来到信丰，通过

他 们 指 认 和 史 料 佐 证 ，才 确 定 洪 超 烈 士 的 身

份。”当地村民陈永辉告诉记者，当年他的爷爷

陈观音帮助红军将洪超烈士的遗体掩埋安葬。

每逢清明，陈观音都会带着孩子前来祭拜。后

来，他的父亲陈泽民担任村小学的校长，每年都

带着学生前来扫墓。父亲去世后，他又接过了

祭扫的接力棒。

2021 年，当地党委政府在百石村修建了中

央红军长征第一仗核心展示园，并修葺半山腰

上的洪超烈士墓，建起烈士陵园。

在百石村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陈列室里，

展示着当年红军留下的红缨枪头、煤油罐、油纸

伞和行军用的火把篓、马灯等。

展陈的这盏马灯背后也有一段故事。据珍

藏马灯的刘文生介绍，这是当年红军送给他父

亲的。他家的老宅是当年红三军团的临时指挥

部，战斗结束后村里住了很多红军战士，包括伤

员。当时他的父亲刘声亮只有 7 岁，由于家里

穷，经常上山割松油点灯看书。红军战士看到

父亲聪明好学，就送给他一盏马灯，希望能给这

个家带来光明。如今，刘文生把马灯捐赠出来，

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红军、了解长征、了解“光明”

背后的故事。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多少

革命先烈的热血，才换来“今朝更好看”。

来到油山镇赣南游击词主题园，记者遇到

一群学生在石碑前齐诵陈毅的《赣南游击词》：

“满山抄，草木变枯焦。敌人屠杀空前古，

人民反抗气更高……”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的红军

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

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信丰县是当年游击

战争的核心区域。该主题园以赣粤边三年游击

战争为主要内容，参观者可以重走游击秘道、参

观陈毅露营处、红军指挥中心，身临其境感受游

击战争的场景，感悟红军将士坚定不移的革命

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据了解，信丰县共有革命旧址、建筑物 33

处，涌现出“一门四忠烈，母子俱英雄”“百石村

后生争当红军战士”“万斤农粮助红军打胜仗”

等长征故事。

“长征留给这座城市的不仅有红色印记，还

有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敢于胜利的战斗精神，

至今依然熠熠生辉。”信丰县人武部领导告诉记

者，2022 年，受特大暴雨袭击，桃江河水位不断

上涨，一艘自重约 20 吨的浮船坞发生位移，牵

引钢丝随时可能断裂，对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严重威胁。

信丰县人武部第一时间组织民兵会同退役

军人“新长征”志愿者服务队紧急奔赴救援一

线。“当年红军面对艰难险阻敢打第一仗，我们

面对险情应该怎么办？”抢险救援前的简短动

员，激发出救援队员的昂扬斗志。

救援现场，队员们纷纷主动请战，冒着大

雨、迎着洪峰驾驶冲锋舟，用钢索迅速固定浮船

坞，成功排除险情。

一路探访，一路体悟。90 年斗转星移，“长

征印记”深深镌刻进城市的基因，长征精神融入

人民血脉，代代相传。

图①：位于江西省信丰县新田镇的百石战

斗浮雕。 谢群群摄

图②：在江西省于都县送兵仪式上，群众给

新兵送草鞋。 肖力民摄

图③：江 西 省 瑞 金 市 地 标 建 筑“ 胜 利 之

门”。 杨 鑫摄

图④：于都河西门渡口上的“长征大桥”。

肖章荣摄

图⑤：江西省瑞金市“重走长征路”千人徒

步活动现场。 杨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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