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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地处湘西北的红色沃土，诞
生过贺龙等开国将帅，是湘鄂边、湘鄂
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
分。当年这片只有10万人口的土地上，
有2万多人参加革命，1万多名优秀儿女
献身疆场。历史虽已远去，但传承从未
停息。桑植人民始终将这种血染的红
色基因视为传家宝代代相传，构筑起与
崇山峻岭齐高的国防高地。

将红色种子种在娃娃心中
5月 14日上午 9时，伴随着庄严的

《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1000多名身穿红军服装的小
学生举起右手……这是桑植县桥自湾
镇廖汉生红军学校正在举行升国旗仪
式。“每一次升旗都是一次生动的爱国
主义教育课。”校长王瑛介绍，学校是
全国人大批准的 100所红军学校之一，
每周都举行升国旗仪式，通过穿着红
军服装、唱红歌、上红课，让孩子们“吃
水不忘挖井人”，赓续红色基因，树立
保家卫国观念。

作为革命老区，红色沃土的接力棒
如何一棒接一棒，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
血留下的好传统如何一代传一代？县委
书记刘卫兵认为，红色是桑植永不退却
的底色也是特色，红色基因永远不能丢
不能忘，必须从学之初抓起，把红色种子
种进娃娃心中，让他们成长为有使命担
当爱国奉献的传承人。

着眼扣好理想信念的第一粒扣子，
该县整合辖区红色资源，针对中小学生
不同年龄特点，探索红色教育与国情教
育、国防教育、素质教育相结合的路子，
坚持政府主导、国防教育委员会主管、教
育部门主抓，层层落实，责任到人；每年
组织开展“一个红色革命故事会、一场

‘赓续革命传统、传承红色精神’中小学
生运动会、一次‘光辉的旗帜’演讲比赛、
参观一次革命遗址、祭奠一名烈士英雄、
会唱一首红色歌曲”活动，努力打造“红
色国防教育”品牌，提升国防教育内涵，
增强青少年爱国热情、报国之志。

“我是革命老区走出的娃，我没有
理由不把青春献国防。”大学生张宝高
中时应征因临时生病体检不合格，但心
中的从军梦从未破灭，考上大学后坚持
锻炼身体，毕业后毅然参军入伍。县人
武部部长龚武兵告诉记者，县里每年报
名参军的预征青年都在任务数的3倍以
上，虽然辖区没有高校，但大学生入伍
比率连年超过50%。

把红色故事传遍家家户户
决定人生选择的因素很多，但是桑

植县洪家关光荣院院长贺晓英的选择却
是源于一个个红色故事。她把自己的全
部芳华献给了 124位老红军、老赤卫队
员、老八路等革命老人，坚持32年如一日
把他们当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细致入微
地照顾，为他们洗衣做饭、养老送终。

一辈子扎根光荣院，没有高额的回
报，没有正式的编制，值不值？贺晓英
的回答朴素而坚定：“我是烈士后代，是
听着老人们的革命战斗故事长大的，仅
洪家关乡贺氏家族就有 83人成为革命
烈士。为保护红军伤员，汤小妹连悬崖
都跳了，我苦点、累点又算什么呢？”

这些红色故事，一直激励着贺晓
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桑植人。“讲述的
是故事，承载的却是精神。我们不仅要
把红色故事讲好，还要传遍家家户户。”
该县以红色为依托，紧贴国防教育的全
民普及和大众化社会化，建立“革命遗
址+烈士陵园+军营”模式，组建了“四支
队伍”——贺龙纪念馆民兵讲解员分
队、小小讲解员分队、“红色故事”老红
军分队、红色历史社团分队，分赴学校、
单位、乡村、企业宣讲；成立“讲红色故
事，传红色基因”作家联盟，邀请省内外
作家创作《守望初心》等大批优秀文学
作品，形成“时时讲、事事讲、处处讲”的
生动局面。

桑植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地虽
穷，但家国情怀不穷。有一大批桑植人
为国家奉献青春后回到家乡，投身脱贫
攻坚战场，当先锋打头阵。退伍军人刘
前军养豪猪发家致富后，向县委县政府
主动请缨，采取“基地+合作社+农户”模
式，自己出资办养殖合作社，免费向贫
困户提供猪崽和技术支持，帮助他们致
富脱贫。老兵杜龙玉挑起徐家桥村党
支部书记重任，带领村民修公路、养胡
蜂，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发展成全
县的产业大村。

让红色民歌唱响湘西大地
“马桑树儿打灯台，写封书信与姐

带，郎去当兵姐在家，我三五两年不得
来……”这首在张家界魅力湘西晚会上
演唱的经典红色民歌感动了不少游
人。歌中主人公贺锦斋是贺龙元帅的
堂弟，参加革命后，与妻子戴桂香结婚
10余年聚少离多。1928年 2月，贺锦斋
回到桑植老家组织革命武装，他在昏暗
的油灯下，提笔展纸改写了《马桑树儿打
灯台》的部分歌词，并教会了妻子。不幸
的是，队伍开拔不久，贺锦斋在一次战斗
中英勇牺牲，留给戴桂香唯一的念想就
是这首歌曲。

一首小民歌，一段革命情。“动听的
红色民歌感人肺腑，时刻激励着土家儿
女爱国爱家之情。”该县国防教育委员
会主任杨绍武介绍，唱民歌是桑植少数
民族地区的特色，把革命故事编成歌曲
广为传唱，已成为传播红色精神喜闻乐
见的形式。

借力张家界旅游名胜的资源优势，
自然风景优美的桑植吸引越来越多的游
客。该县以红色文化为引领，不断完善
创新传播载体，将红色元素渗透到旅游
中，实施“红色元素进景区、红色文化带
旅游”战略，将已建成的贺龙主题公园、
贺龙故居、贺龙纪念馆、红二六军团长征
出发地、芭茅溪盐局等红色旅游列入张
家界西线旅游精品线；改扩建红二六军
团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融入现代元素，充
分与旅游相结合，在洪家关白族乡投资
修建红军体验园，让学生、民众、游客真
正体验红军生活的艰苦、生存的艰难，实
现真正抵达灵魂深处的红色国防教育。

“红军体验园让红色精神的传播更为广
泛、更为直接，我们还要将红色文化融入
到民歌戏剧中去，从崇山峻岭间唱响开
来传遍四方。”县长赵云海对红色传承有
更大的规划。

让血染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湖南省桑植县军地用活红色资源深化全民国防教育

■本报记者 周 仁 通讯员 肖卫君 周 明

初夏之夜，井冈大地，万籁俱寂。
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康家村的一幢

三层小楼内，却灯火通明。
厅堂上，祖孙三代一家六口正在召

开家庭会议，讨论康秋平的报名应征事，
气氛异常。

“伢仔，当兵可是要吃苦的，像你这
弱不禁风的样子，哪能经得起日晒雨淋
喽。”小康是家中独子，而且三代单传，从
小就在蜜罐中长大，听到儿子要报名应
征，做妈妈的一万个不愿意。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才不
想做温室里的花草！”小康告诉母亲，服
兵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在部队不
仅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部队还是一所
大学校，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社会上学
不到的知识。

“老话说得好，‘好男不当兵，好铁不
打钉’，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的，到部队去
造啥子孽喽？”奶奶生于旧时代，受封建
思想影响，觉得当兵不是一个好出路。

“谁说当兵不好，你的思想还停留在
旧社会，习主席讲‘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我支持平儿报名参军。”爷爷
是个时事通，每天坚持看新闻，及时了解
到党和国家的新政策。

“近年来，一些国家挑唆域外国家打
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挑事……”姐
姐是一个手机控，通过手机网络了解到
一些最新的国际和国内动态，刚才还一
言不发的她，此时一抛出这个话题，让本
来沉静的湖水突然激起了千层浪。

“那还了得，伢仔，你更不能去当兵，
我才不想让你去打仗。”听到小康姐姐说
到这些危险，本来就不同意小康去报名
参军的奶奶和母亲此时更加阻拦。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好男儿就要
带吴钩！”深明大义的父亲给大家讲起国
防观来。

小康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
一名老民兵连长，每到征兵时节，他就会
走村串户深入到适龄青年家里，动员适
龄青年报名应征，还多次被表彰为征兵
工作先进个人。

“古有岳母刺字表忠心，今有祖孙三
代从军记，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作为新时代
的有志青年，必须要有担当精神！”看到大
家争论不休，康秋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伢仔，你说的这些理我都晓得，我
和奶奶刚才不同意你去参军就是不想让
你吃苦受累呀，既然你铁了心要去参军，
我也无话可说，你自己选择的路你自己
走好。”在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的劝说
中，奶奶和母亲慢慢地接受了小康报名
参军的想法。

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不知不觉进行
了 3个多小时，最后，形成统一意见：让
康秋平报名应征。

小康立即掏出手机，打开全国征兵
网，按照报名程序进行登录、填报……

家庭会上“话应征”
■龙礼彬

6月中旬，记者来到江西省九江
市追寻伟大的抗洪精神。

’98抗洪广场，位于九江市浔阳
西路，在当年城防大堤4至5号闸之间
决口位置，分为抗洪纪念馆、抗洪纪念
碑、抗洪纪念群雕等建筑物。抗洪纪
念馆外形按1∶1比例设计成当年被凿
沉堵口、立下汗马功劳的“甲21025号
驳船”的形状，墙壁上的一幅幅浮雕，
再现了当年惊心动魄堵决口的情景。
抗洪纪念碑，碑高 19.98米，碑身由四
面呈现着“1998”字样的花岗岩组合而
成，碑基座高 0.9米，设有 6级花岗岩
石踏步，寓意着6天的艰辛堵口。

在抗洪广场，正赶上九江军分区
组织民兵抗洪骨干来此进行“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和
官兵一起聆听当年场景：1998年夏，
三江流域洪水肆虐，最为严峻的挑战
定格在 8月 7日 12时 30分许，九江长
江大堤 4至 5号闸之间决堤 40米，洪
水滔滔，威胁着 400万九江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和京九线大动脉。一时
间，惊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成了全世
界关注的焦点。

十万火急，迅速调兵。人民子弟
兵火速驰援，在长江沿岸陈兵几十万
抗洪抢险。某师官兵经过惊心动魄的
近 5个小时奋战，先后攻克了巨大旋
涡和洪流落差等难题，通过四艘拖
轮，最终将80余米长的“甲21025号驳
船”堵在决口处，此后又把7条船沉在
决口的外围，形成半圆形。从原北京军
区某集团军调来200名工程兵，在决口
一边的堤坝上揳入钢管，扎成一组组方
形的钢架，在这里筑起新的大坝……

“江西父老乡亲，你们的红军后代
回来了！当年打响第一枪，今日回乡
保九江”“像保卫延安一样保卫九江!”

“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官
兵们的誓言，伴着滔滔洪水震天动
地。官兵们经过六天六夜奋战，终于
堵住了决口，降伏了洪魔，创造了抗洪
史上的奇迹。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24
字抗洪精神，不仅仅镌刻在纪念馆的
墙壁上，更融进了中华儿女的血液。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极大鼓舞
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也再次检验了党
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使人们
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整体形象，中
国军民的整体形象。当年部队撤离九

江凯旋门时，浔阳街头万人空巷，那个
军爱民、民拥军的场景过去了 20年，
至今仍历历在目……

九江军分区政委汪开华深有感触
地说：“发扬’98抗洪精神，还要增强
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在风和日丽，充
满生机的时候，更要时时刻刻想到有
困难要克服，有大山要攀登。只有这
样，才能激发我们的意志，振奋我们的
精神，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

弹指20年过去，伟大的抗洪精神
早已成为全国军民战胜各种困难、扫
除各种障碍的宝贵精神财富，鼓舞着
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前
进。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征程中，我们要凝聚起全体人民的智
慧和力量，激发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和发展动力，让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
心、团结奋斗迸发出来的磅礴力量成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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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日一大早，家住山东省长岛
县的“兵妈妈”贾平就把自己冷库里的
10多条鲅鱼全都取了出来，因为今天，
她要和长岛县的志愿者们一起，赶往大
竹山岛慰问子弟兵。“在俺长岛有个不
成文的约定，春来第一网鲅鱼要送给解
放军吃，我都留着了，今天要去给儿子
们包鲅鱼水饺吃。”说起兵儿子们，贾平
满脸笑容。

上午8时，50多名身穿红色马甲的
志愿者聚集在了长岛码头，他们携带
10多条大鲅鱼和 20多箱蔬菜、肉蛋等
食品，乘坐映华海运公司免费提供的客

船赶往大竹山岛。
据长岛县文明办主任袁克廷介绍，

志愿者们分别来自贾姐渔家合作社志
愿队、手拉手志愿服务队、长岛海事处
等12家单位。袁主任自豪地说：“在长
岛，拥军是一项光荣传统，上至耄耋老
人，下至幼稚儿童，都对解放军很亲。
每个乡镇渔村、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和部
队结成共建对子，每年的春节、八一、国
庆等节日，海岛干部群众都会进军营慰
问，给官兵送来时令食品和文艺节目。”

约两个小时，客船抵达目的地，官
兵们早已列队码头，盛情迎接志愿者们

的到来。志愿者们一到营区厨房，没有
片刻休息，就立刻和战士们一起干活，
洗菜、拌馅、包饺子……厨房里，红马甲
和橄榄绿的身影不停地穿梭着，欢笑
声、交谈声不绝于耳，整个小岛被欢乐
的氛围感染。

中午12点，热腾腾的鲅鱼水饺出锅
啦！志愿者们将个头大的、整馅儿合皮儿
的饺子夹给战士，战士们个个脸上溢满了
幸福与满足。吃过饺子，志愿者们又为子
弟兵献上了一场演出，兵妈妈的舞蹈、渔
家大哥的独唱、音乐老师的乐器演奏、有
趣的游戏互动……自编自演的节目，融

进了对子弟兵满满的祝福与关爱。
分别的时刻总要到来。离别时，志

愿者和战士们紧紧拥抱，依依惜别。船
已经开出老远，战士们还在码头挥手送
别，志愿者们流着泪水喊道：过段时间
还来看你们……

据了解，近年来，长岛县拥军志愿
者们不仅慰问驻地官兵，还不远千里去
往移防到边疆的新单位拥军，跨越千山
万水送去海岛人民的问候。同时，他们
还积极邀请外地团体进海岛慰问，走出
了一条“走出去、请进来”的双拥新路。

压题照片：袁克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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