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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北，乌江畔，冬雨初落，寒意扑

面。一大早，“八一追寻人”文隽永像往

常一样，将采访本、相机装进背囊，踏上

寻访南昌起义参加者线索之路。

千年豫章郡，天下英雄城。南昌起

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

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

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时光流

转，南昌起义参加者正一天天老去，信息

核实愈发艰难，许多故事尚未被知晓，便

被岁月尘封。

今年 8月 1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公布了 8 位新增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

“1956年建馆时，这座名录墙上仅有 104

人。68年过去，姓名陆续‘入列’的革命

先辈增至 1186 位。”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陈列保管科科长、副研究馆员刘小花

介绍，为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寻访英

雄队伍，纪念馆公开承诺，若线索提供者

能协助寻找到南昌起义参加者并通过专

家认证，可获得“八一追寻人”特聘证书。

文隽永是贵州第一位获得“八一追

寻人”聘书的线索提供者。文隽永是都

匀市一家媒体记者，自 2005 年以来，他

利用节假日时间，辗转全国 10 多个省

（市、区）及国外地区，寻找拍摄了 550

多名老红军、抗战老兵和抗美援朝老

兵。2015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文隽永

以国际摄影博览会为契机，先后举办

《重走抗战路》《一个人的长征》《寻找最

后的老兵》《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红色

主题摄影展，收获社会各界好评。

2021 年 8 月 1 日，文隽永应邀赴荔

波县参加“南昌起义参加者蒙九龄烈士

革命事迹座谈会”。座谈会上，南昌八

一起义纪念馆研究馆员肖燕燕在发言

中提到：南昌起义参加者中相当一部分

是贵州籍子弟兵，但由于当时战况紧

急，没有留下完整的文献资料。目前，

仅有 18 位贵州籍子弟兵被收入南昌起

义参加者名录。希望贵州专家学者多

关注这段历史，帮助更多英雄“入列”。

“不能让子弟兵的名字被遗忘。”

此次座谈会后，文隽永萌生了寻找“南

昌起义参加者”线索的念头。为此，他

自费购买《铜仁地区人物志》《南昌起

义》《井冈山斗争史话》等文献书籍，到

贵阳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都

匀市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地方文史资

料，寻找南昌起义相关记录。“一旦发

现 线 索 ，我 第 一 时 间 到 现 场 探 察 、走

访，希望能挖掘出更多珍贵资料。”为

此，他辗转省内外多地，追寻南昌起义

贵州籍官兵足迹，并将相关信息提供

给 南 昌 八 一 起 义 纪 念 馆 工 作 人 员 研

判，尽量以公开出版刊物、党史研究部

门及南昌起义参加者的回忆录、照片

等作为重点参考佐证。

前段时间，文隽永在《铜仁地区人物

志》中发现了南昌起义参加者宋龙祥的

线索。他即刻动身前往贵阳，几经周折

找到宋龙祥的儿子宋兴汉。见面后，宋

兴汉拿出父亲珍藏多年的手稿，手稿中

记录了宋龙祥跟随部队参加南昌起义

后，在会昌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收容至广

州陆军医院治疗，伤愈回到家乡投身医

学事业的经历。“父亲生前很少提及当年

的经历，但我知道，他以这段经历为傲。”

宋兴汉说道。

“这趟贵阳之旅收获颇丰，我可以

继续完善宋龙祥的资料了。”文隽永说。

截至目前，文隽永共向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提供了 10 多名贵州籍南昌起

义参加者信息，缪像初、李德森、陈见飞

3 位南昌起义参加者通过认定，已加入

名录，姚玉清、姚元贵兄弟、王凤启、宋

龙祥等老兵信息正在补充佐证材料。

今年 8 月 15 日，为表示对文隽永持之以

恒追寻并挖掘红色文化精神态度的认

可与激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特将他

聘为“八一追寻人”。为线索提供者发

放“八一追寻人”聘书的做法，也将常态

化推广开来。

一路走来，像文隽永这样的人还

有很多，寻访队伍不断壮大。“寻找南

昌 起 义 参 加 者 是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的 责

任，沿着父辈们的足迹去找、去追，把

散落的记忆拼凑完整，才能对得起这

份传承。”南昌起义参加者黄霖（原名

罗永正）的女儿罗解难说。一次，在整

理父亲旧物时，她发现了一封南昌起

义参加者傅胜 1982 年写给父亲的求助

信。“这封信是珍贵的一手资料。”她立

即联系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

进行核查，发现信中所述细节与现存

史料吻合。以此作为突破口，罗解难

与南昌起义参加者后人相互配合，对

比 早 年 名 录 史 料 ，寻 访 傅 胜 后 人 踪

迹。功夫不负有心人，结合信中讯息、

历史史料以及其他南昌起义参加者档

案记录，傅胜顺利“入列”。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计划与驻地部

队建立共建关系，邀请部队党史专家与

地方学者共同研讨南昌起义相关历史细

节，分享研究成果；对接“八一红色百人

团”、地方史志办、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以

及南昌起义参加者后人等社会力量，组

建八一寻访团队；走进校园、红色教育基

地等场所，宣讲革命先辈英勇事迹。刘

小花介绍，前不久，她在史料记录中意外

发现，部分南昌起义参加者在潮汕失利

后，根据党组织安排前往莫斯科留学，这

一线索让寻访团队的目光投向海外。

“前辈们已经铺好了路，我更应该

跑好交给我的这一棒，不让英雄名字湮

灭于历史尘烟。”刘小花说。

左上图：“八一追寻人”文隽永（左

一）寻访途中。 刘顺清摄

江西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持续寻访南昌起义参加者线索—

“不让英雄名字湮灭于历史尘烟”
■仇美欣 本报记者 郭冬明

前不久，孪生兄弟、武警某部警士黄明坤、黄坤明同时荣立三等功。12月

20 日，安徽省定远县军地领导上门，为两兄弟及其家人送上立功喜报。图为

黄明坤（左）、黄坤明兄弟合影。 刘正雨摄

本报讯 吴繁、苟浩报道：“前面

有车着火了，快去看看！”12 月 11 日 17

时许，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民兵冯留

立、钟洪杰、张承志等人参加完民兵骨

干集训，驾车返家。途中，他们发现不

远处一辆工程车突然起火，冯留立立

即指挥驾驶员李云桃将车辆停靠至安

全区域，而后上前查看情况。

事发地在学校附近，车辆起火时

许多家长接学生放学，车流量大、人流

密集。他们发现，起火车辆上有汽油

桶、油漆桶等危险品，顿时心里一紧。

情况危急，冯留立先让钟洪杰、张承志

疏散周围群众、设置隔离带，自己则戴

上战术手套，顶着大火将危险品抢运

出来。

“火势很大，如不及时控制，极有

可能引发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冯留

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处

置完危险品后，他从周围群众手中接

过灭火器再一次冲向起火车辆。“当时

他拿着灭火器喊着让大家退后，自己

却 毫 不 犹 豫 冲 到 前 面 。”周 围 群 众 回

忆道。

救援过程中，民兵黄雪刚、吴金勇

闻 讯 赶 来 加 入 救 援 ，协 助 疏 散 群 众 。

冯留立则向新都区人武部值班室报告

火灾情况，人武部领导立即指示职工

赵毅和民兵黄龙展协调消防车辆赶去

现场支援。经大家合力扑救，火势得

到有效控制，没有波及周围车辆，未造

成人员伤亡。

“真的太感谢民兵同志了，要不是

你们帮忙，我真不知道怎么办。”起火

车辆驾驶员不停地表达感谢。消防救

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赵毅组织民兵将

事故现场情况进行移交，随后带领大

家有序撤离。

“训在平时，用在急时。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名民兵，不能让

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情发生，越

是危险越要冲在前面。”参加此次灭火

救援的民兵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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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一座建筑风格

很有历史沧桑感的场馆——德城区国

防教育馆……”最近一段时间，山东省

德州市德城区国防教育馆成了当地市

民、学生的热门“打卡”地。

走进德城区国防教育馆，各式装备

模型陈列有序，并有 VR模拟射击区。很

难想象，这里曾是一座废弃仓库。

“德城区国防教育馆坐落于一片老

式仓库建筑群中，占地面积达 1100 平

方米。”德城区人武部领导介绍，该建筑

群始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历经 70 多年

风雨，主体建筑仍旧保存完好。2021 年

起，按照上级要求，该人武部联合地方

相关部门利用废弃仓库打造国防教育

场馆。为保留建筑历史感，他们依托仓

库原有环境精心布展，设置红色文化、

装备展示、互动体验 3 大特色区域，力

求让游客获得沉浸式参观体验。

除了用好现有展品，该馆坚持“开门

办馆”原则，把“走出去邀约，请进来展

示”作为丰富展陈的重要手段。军休干

部陆卫兵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红色

物件，积极投身红色文化宣讲，获评“山

东省红色宣讲员”“德州市五老模范”。

前不久，记者遇到了正在这里举办“红色

徽章展”的陆卫兵。“这些年我一共收集

了 260 余枚红色徽章，每一枚徽章背后

都有一个革命故事。举办这个展览，可

以让大家以红色徽章为切入点，了解红

色历史和光荣传统。”他说。

该馆组建了由离退休老干部和小

学生组成的志愿讲解队伍，每逢节假日

承担场馆讲解工作。区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老干部经历经验丰富，宣

讲更富感染力；小学生变身‘播火者’，

不仅收获了知识，还在心中种下了爱

党爱国爱军的种子。”该馆还将一个相

邻仓库改造为红色展播厅，定期播放红

色影片。9 月初，德州市第七中学将红

色课堂设在这里，学生通过参观国防教

育馆、观看红色纪录片《烽火少年》等，

厚植爱国情怀。

截至目前，该馆已同 31 家企事业

单位、学校建立共教共育合作关系。自

去年以来，德城区多部门联合组织“打

卡红色地标”活动，很多市民自发前往

国防教育馆参观“打卡”。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打造沉浸式国防教育场馆—

废弃仓库成热门“打卡”点
■张卫忠 本报特约记者 于 斌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

征兵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唐文肇报道：12 月中旬，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征兵办开展征兵

宣传进校园活动。工作人员走进辖区院

校，设置宣传展板、举办主题宣讲、发放

征兵宣传手册，面向学生详细介绍征兵

政策、入伍条件等内容，鼓励优秀适龄青

年踊跃参军报国。

安徽省涡阳县军地

发放拥军就诊卡
本报讯 张纯洁报道：日前，安徽省

涡阳县人武部、县双拥服务中心、县中医

院举行远离军队医疗机构单位社会化定

点医疗机构服务签约仪式，并现场发放

拥军就诊卡。驻军部队官兵、文职人员

和军属可持拥军就诊卡就近享受优质优

惠医疗服务。

本报讯 宋爽、李小龙报道：“有志

青年，当不负韶华，逐梦军营。”12 月上

旬，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万达广场征

兵宣传服务点，江苏省模范退役军人邱

荣俊结合自身在部队的成长经历，向适

龄青年分享从军故事。

“大学毕业生入伍享受‘四个优先’

政策……”在该区新盛街道征兵宣传服

务点，面对大学毕业生张龙提出的有关

征兵政策的问题，退役军人、二等功臣

蒋玉国耐心解答。

连日来，邗江区征兵办发挥当地优

秀退役军人、模范“三属”作用开展征兵

宣传。邗江区征兵办工作人员介绍，为

吸引更多适龄青年携笔从戎、投身国防

事业，他们联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邀

请当地优秀退役军人、模范“三属”组成

征兵宣讲团，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进

社区、进商圈等活动；组织优秀退役军

人、模范“三属”拍摄“火热军营，精彩人

生”系列主题宣传片，在各商圈和高校

LED 屏幕上循环播放。

“我的爱人是一名烈士，他生前在

雪域高原上戍守边防，在一次执行任务

时，为救身边的战友，将自己年轻的生

命永远留在了深爱的高原……”扬州大

学大礼堂内，江苏省“最美军嫂”周忠燕

向学生讲述爱人胡永飞舍己救人的故

事，让现场学生不禁动容。已报名应征

的该校大一学生马徐健有感而发：“胡

永飞大哥是家乡人民的骄傲，我也要像

他一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截至目前，该区征兵报名人数近

500 人，其中大学毕业生 150 余人。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发挥优秀退役军人、模范“三属”榜样作用

激发适龄青年参军热情

近日，贵州省兴义市人武部组织文职参谋为民兵开展无人机操作教学。

黄秀文摄

近
日
，辽
宁
省
沈
阳
市
和
平
区
振
兴
二
校
五
年
级
二
班
学
生
代
表
走
进
辽
宁
省
军
区
沈
阳
第
三
离
职
干
部

休
养
所
荣
誉
室
参
观
学
习
。
图
为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曾
国
兴
给
孩
子
们
讲
述
战
斗
故
事
。

邹
新
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