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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月，江西省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的老村
支书邱贤松几乎没闲下来过。

“每天来展示园参观的游客很多。”邱贤松告诉记
者，“有自驾来的，还有军地单位组织过来学习的。”

百石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第一次突破国
民党封锁线的地方。

2022 年，百石村建成长征第一仗核心展示园。
今年 10月，适逢红军长征出发 90周年，展示园迎来
参观高峰。

不只在这个展示园——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赣南地区，历经 90年风霜的长征遗址、近年修建的博
物馆和展览馆，迎来大批前来踏访“红飘带”起始之
地的游客。

那年，8.6 万余名中央红军将士星夜踏上征途，
他们的身后，是人民群众无怨无悔的支持。在赣南，
到处都流传着军民患难与共的动人故事。“门板桥”

“红军井”“万斤农粮助红军”……在那些最为艰难的
时刻，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更显弥足珍贵。

90年后再度踏访赣南革命老区，这里依然刻印
着军民生死相依的见证，依然流淌着军民血肉相连
的深情。

心 连 心 的“ 红 飘 带 ”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赣南地区坚持弘扬爱国拥军传统记事

■兰善喜 付 艳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周末，江西省信丰县思源实验学校

教师刁玉丹专程来到新田镇。

“我刚从上犹县调过来不久，对信

丰还不是很了解，所以特地过来参观

学习。”刁玉丹告诉记者，她的丈夫是

信丰县人武部文职干事，前几年两人

一直两地分居。后来，信丰县人武部

了解到她因在上犹县工作难以照顾家

庭，就主动协调，将她调入信丰县思源

实验学校任教。

“我没想到工作调动办得这么快。”

刁玉丹说，“来镇上看了长征出发地相

关展陈，我才了解到信丰县拥军传统这

么悠久。”

在新田镇金鸡村官仓背小组，客

家 围 屋 旧 址 修 葺 一 新 。 这 里 是 刁 玉

丹“ 研 学 路 线 ”的 其 中 一 站 。 1934 年

10 月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部 队 转 移 至 新

田 镇 金 鸡 圩 时 遭 遇 敌 军 。 当 时 红 军

已 无 军 粮 ，村 民 得 知 后 ，将 一 仓（约 1

万 斤）粮 食 借 给 红 军 。 战 争 年 代 ，这

几 乎 是 一 村 人 全 部 的 存 粮 。 得 到 及

时 补 给 的 红 军 奋 起 反 击 ，成 功 击 败

敌军。

“乡亲们认可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

下的军队，都愿意倾尽所有支援红军。

有多少粮食，就拿出多少粮食。”长征第

一仗核心展示园讲解员陈功发说。

据记载，当时红军打了欠条，但由

于国民党反复扫荡，借条没能保留下

来。而在赣南老区，有许多保存至今的

“红色票据”——借谷票、草鞋收条、公

债收据……一张张红军留下的票据，记

录了赣南群众对红军的拥护，也是红军

严守纪律的见证。

斗转星移，这份不计得失的拥军情

仍在这片土地流淌。

“我县驻军不少，每年都有一些军

娃、军属需要就学或安置。”信丰县人武

部干事陈金子说，仅今年，信丰就解决

军人子女上学、随军家属岗位调动、退

役军人安置问题数十项。

近年来，信丰县还升级改造国防教

育服务中心、征兵体检站，解决了驻军

部队营房整修、训练场加装供水设备、

训练器材配备等实际问题，配齐了 34

个基层武装部的物资器材。

地方倾力支援，官兵心无旁骛练兵

备战，驻军多个单位被上级表彰为军事

训练先进单位。2022 年，嘉定镇武装

部部长王友银在群众性比武中获得全

省专武干部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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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对此给予高度赞誉，称赞兴国县为

‘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充分肯定了

兴国在红军扩充和革命事业中的重要

地 位 与 贡 献 ……”10 月 20 日 ，江 西 省

兴国县委组织拍摄的红色微电影《扩

红》在兴国县放映，军民共同重温当年

扩红运动的故事。

1933 年 2 月 ，中 共 苏 区 中 央 局 提

出“ 创 造 一 百 万 铁 的 红 军 ”目 标 。

1933 年 5 月 ，兴 国 地 方 武 装“ 兴 国 模

范 师 ”5161 人 集 体 报 名 参 加 红 军 ，被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誉

为“ 创 造 百 万 红 军 的 先 驱 ”。 苏 区 时

期 ，兴 国 县 共 有 9.3 万 余 人 参 军 参

战 。 据 当 时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临 时

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记载，兴

国还是全苏区捐献军粮最多的县、推

销公债最多的县、为红军做军鞋最多

的县。

90 年前，先辈跟着红军的队伍，走

上革命的道路；如今，后来人高擎火炬，

沿着英雄的足迹继续向前。

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兴国籍战士汤

瑜，是家中第 5 代军人。

“我的高祖父汤振连参加过湘江战

役、走过了长征。”汤瑜说，“作为红军后

代，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当过兵。祖

辈们跟着红军走，真的让乡亲们过上了好

日子，所以我们几代人都选择参军报国。”

汤瑜告诉记者，在兴国，许多有志

参军的青年都很熟悉扩红的故事。“为

什么那么多人愿意跟着走？因为红军

是人民自己的队伍。”

近年来，为激励优秀青年参军入

伍 ，县 里 还 出 台《兴 国 县 入 伍 大 学 生

优 待 安 置 办 法》等 文 件 ，采 取 提 前 预

留 岗 位 、量 化 评 分 安 置 、列 入 政 绩 考

核 等 措 施 ，为 退 役 大 学 生 士 兵 畅 通

“后路”。

深厚的红色底蕴，务实的优待政

策，激发兴国县青年参军入伍热情。据

了解，近年来兴国县应征报名人数大幅

超过征集任务数，每年为部队输送 200

余名优质兵员，其中约两成在部队立功

受奖。

兴国县

扩红忙·参军热

北疆冬雪早。10 月底，这里已是风

雪扑面。

在新疆军区卡梅斯台边防连，营房

右侧的一棵白杨树傲然挺立。每次从连

队门口经过，护边员张学刚总习惯望望

这棵树。

“村里的老人告诉我，这棵树有 50
多年了。当年连队整修营区，附近的村

民自发前来帮忙，大家就一起种下了这

棵树，我们都叫它‘同心树’。”张学刚说。

营区内，还有一座 300 平方米的蔬

菜大棚。每年快入冬的时候，官兵就在

大棚内种植蔬菜，村民们也常自发到连

队帮忙种植。

“ 今 年 温 室 大 棚 的 蔬 菜 种 得 怎 么

样？”张学刚问营区门口的哨兵张策。

“管菜地的老班长家里有事，这几天

正好休假了。”张策有点不好意思地回

答，“我们对播种的事不太熟悉，还没开

始种呢……”

“那我们就来搭把手！”张学刚当即

和同行的护边员商量，叫几位村民一起

到连队帮忙。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几位

村民就带着农具来到连队，一起开始“冬

天的播种”。

每年，大棚里都要种植西红柿、青红

辣椒、上海青等十几种瓜果蔬菜。村民们

经验丰富，不同蔬菜的播种数量、翻土深

度，他们都一一给官兵示范。

看着村民熟练地搭起爬藤架，连队官

兵连声赞叹，小心地将爬藤架安放在田地

里，也尝试着学习扎架子的方法。半天时

间，蔬菜大棚的播种工作就完成了大半。

面对官兵的感谢，张学刚和村民们

摆了摆手：“你有困难我帮，我有困难你

帮，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嘛。”

张学刚告诉记者，这里位于山区，土

地贫瘠，蔬菜几乎都靠从山下采购，尤其

到了冬季，大雪封山，新鲜蔬菜基本运不

进来。这几年，边防连为了解决冬季蔬

菜供应问题，修建了温室大棚，实现自给

自足。自从连队得知村民们冬季也吃菜

困难后，他们每隔几天便组织官兵将采

摘的蔬菜送到村里。村民们为表示感

谢，便在每年入冬前来到连队，与连队官

兵一起在温室大棚劳作。

“从那以后，大棚连年丰收，我们的

餐桌也越来越丰富。”张学刚笑着说道。

“这一直是连队的传统。”戍边 18 年

的班长代永贵告诉记者，驻守在边防，官

兵和驻地群众之间的感情就像当年军民

一同种下的那棵“同心树”，多年来顶风

冒雪，却愈加茁壮。

2000 年 冬 ，哈 巴 尔 苏 山 口 突 降 暴

雪，牧民阿不都拉·外力一家被困在放牧

点。接到求助电话后，连队官兵立即出

动，协助他们一家人和全部牲畜安全转

移。得知阿不都拉·外力家庭困难，官兵

还为他捐款，直到阿不都拉·外力从师范

大学毕业。

2007年，连队官兵在一次巡逻时遭遇

风雪袭击，能见度极低，巡逻车在达坂上抛

锚。危急时刻，护边员乌拉提开上自己的

车，带着一名汽车修理工，赶往车辆抛锚地

点，帮助官兵成功脱险。

“每当我们和村民又携手迈过一道

坎，我们就在营区里种一棵白杨树。”代

永贵说，现在连队营区已经有 100 多棵

白杨树。“这些树是我们和驻地群众心连

心的最好见证。”

下图：新疆军区卡梅斯台边防连官

兵与驻地群众一同在温室大棚内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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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井水哟，甜又清哎，手捧清泉想

亲人；喝上呀一口哟红井水，一股暖流

涌上心……”一曲《红井水》至今仍在江

西省瑞金市的大街小巷传唱，提醒着人

们“吃水不忘挖井人”。

“ 在 瑞 金 ，以 前 好 多 村 镇 都 有 红

井。”刚刚在瑞金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历史纪念园红五星广场演出完毕的瑞

金客家山歌表演队队员刘果林说，“甘

甜的红井水滋养了一代代瑞金人，这首

《红井水》至今打动着乡亲们。”

1933 年，在瑞金沙洲坝，毛泽东同

志发现当地群众用水不便，就带领军

民一同挖了一口井。为群众挖井的事

一传开，同志们纷纷效仿，为沙洲坝其

他各村挖井。有了红军的协助，很快

各村几乎都有了水井，群众的饮水问

题解决了。

“其实不光有红井，瑞金还有红军

桥、红军陂。”跟着表演队走过瑞金各乡镇

的刘果林说，“红军当时虽然处境艰难，但

看到群众有生产生活上的不便，仍想方设

法解决，这就是把人民放在心上。”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为了人民幸福

英勇奋战；走进新时代，革命老区走上乡

村振兴道路，人民军队同样倾力支持。

“都卖出去了！”数着卖竹笋的收

入，瑞金市大柏地乡杨古村村民杨海

生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告诉记者，几

年前竹笋销路不佳，结对帮扶杨古村

的部队干部对他精准帮扶，找到了稳

定的销路。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现在村

子发展得这么好，离不开部队对我们的

支持。”杨古村党支部书记黄建平说。

2023年 12月，受寒潮天气等因素影

响，杨古村 3000余斤脐橙滞销。为减少

村民损失，瑞金市人武部第一时间发动

人员寻找销路、帮助运输。经过两周的

努力，滞销的脐橙全部售出，最大限度降

低了恶劣天气造成的损失。

当年，一曲《十送红军》从赣鄱大

地 唱 响 ；如 今 ，在 长 征 这 条“ 红 飘 带 ”

的起点，新时代军民合奏的双拥之歌

嘹亮欢畅。

瑞金市

红井水·帮扶果

双拥故事

工作动态

本报讯 孙国栋、樊晨报道：“军

人 肩 负 着 保 家 卫 国 的 责 任 ，也 向 往

美 满 幸 福 的 家 庭 生 活 。”近 日 ，上 海

警备区政治工作局携手驻地党政机

关 、企 事 业 单 位 在 驻 上 海 某 部 营 区

举办联谊活动，100 余名军地青年受

邀参加。

“和外界接触有限，是部队不少单

身官兵在婚恋中面临的困难。单身官

兵婚恋问题的解决，事关人才队伍稳

定，事关官兵家庭幸福。”上海警备区

政治工作局王干事介绍，年初以来，他

们在严把准入门槛的基础上，牵头搭

建高效、优质、便捷的婚恋平台，助力

军地单身青年婚恋问题的解决。

歌声传递情谊，互动增进了解。

活动中，军地青年在轻松融洽的氛围

中展现自我，交流互动。活动结束时，

10 余对男女青年表达进一步交往的

意向。

警备区政治工作局领导表示，作

为官兵的“娘家人”，他们将继续聚焦

官兵需求、加大关怀力度，引导官兵树

立正确婚恋观，同时积极推动各项拥

军优属政策落地落实，让军属的尊崇

感、获得感更强。

上图：军地青年在活动现场。

郇淇舟摄

上海警备区组织开展军地青年联谊活动

军地鹊桥 幸福有约

图①：2024年 9月，江西省兴国县一名新兵在入伍欢送仪式上与亲人道别。

付 艳摄

图②：2024年 7月，外省师生在江西省瑞金市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丁鑫朋摄

江西省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长征第一仗核心展示园雕塑。 谢群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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