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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太行山上有数以千计的农家
妇女用乳汁甚至生命哺育八路军后代。
1942年 1月，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峪田
出生不久，日军便开始“二月扫荡”。一
天深夜，罗瑞卿夫人把婴儿送到麻田镇
王巧鱼家。奶娘王巧鱼说：“放心吧，有
俺在，孩儿就在！”在全国红色故事讲解
员大赛决赛中，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李楠深情讲述的《太行奶娘》故事触
动人心，让观众感受到了战争中女性力
量的伟大。专业的解说、生动的演绎让

她荣获“金牌志愿讲解员”称号。
2008年，还在读大二的李楠到淮海

战役纪念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讲解
员绘声绘色地讲解，让她牢牢记住了战
斗历史、英雄故事，也为她从事志愿讲
解工作埋下种子。同年，成为淮海战役
纪念馆志愿讲解员。
“参观者看的是展品、听的是故事，

但学习的是历史、吸收的是文化、传承的
是精神。无论参观者年龄大小、身份高
低、学识深浅，讲解员要针对不同群体随

机应变、解疑释惑。”为了提高解说的趣
味性和感染力，她从讲座、书籍中汲取知
识；通过走访、阅读参战老兵口述史、回
忆录等方式，把一些战斗情节融入解说
词中，让展品动起来，人物活起来。

如果说，成为一名志愿讲解员是兴
趣使然，那么坚持 10年依然初心不改就
是责任所系。在李楠看来，讲解不仅仅
是讲故事，更是讲史实、讲道理。一次，
一名参观者谈到了一些对淮海战役的
片面认识，引起李楠的注意。她在随后

解说中，用权威的史实驳斥了该参观者
的错误观点。“纪念馆是革命圣地，坚决
不容戏说、猜测、歪曲历史史实的言行
存在！”

除了讲解员的身份，作为一名教师，
李楠不仅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红色故事，
还带领入校新生到淮海战役纪念馆开展
主题教育、社会实践。经过多方协调、多
轮筛选，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
由 8人组成的“红色文化宣讲团”，由李
楠担任指导老师。目前，宣讲团不仅为
淮海战役纪念馆常态提供讲解服务，足
迹还辐射到周边地区。数字媒体艺术专
业的学生结合所学，把淮海战役战斗情
节制作成红色短视频，通过淮海战役纪
念馆抖音号发布到网上，扩大了红色故
事影响力，也锻炼了专业技能。
“做志愿服务 10年，宣讲红色故事

已经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
要工作条件允许、纪念馆有需要，我愿
意把这项工作一直做下去，把红色故事
讲给更多人听。”李楠说。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李楠——

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陈卫峰 本报特约记者 王少亭

2月 28日，在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
大赛集中展示活动中，第 78集团军某合
成旅排长张伟被表彰为“优秀讲解员”。

作为一名非专业出身讲解员，能
从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以及部队军史馆的 130
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张伟靠的是
什么？
“背词是最基础的，真正的挑战是

在整个讲解过程中，有多少人愿意听你
讲。”为了找到现场的感觉，张伟不仅常
利用休假时间去观摩专业讲解员的“抓
人”技巧，还不时拉上战友、亲属做他的
观众、评委，一次次一遍遍修正自己的
讲解词，调整自己的情绪，增加与观众
的互动。通过练习渐入佳境，找到了
“感觉”。

向阳花木易为春。张伟所在的旅
诞生于黄麻星火中，是一支历史厚重、
战功卓著的红军部队。谈起在全国红
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中取得佳绩的“秘
笈”，他自豪地说：“作为红军的血脉传
承，红色基因就是底气和信心！”

初赛中，他选择了《生命之约》的故

事——老英雄刘岩履行与战友生前的
约定，坚持 50 年到天津祭扫牺牲的战
友，直到生命的尽头。张伟说，每次重
温这则故事，就是一次与英雄穿越时空
的对话。老英雄刘岩的话语“代表荣誉
的鲜花和掌声应该属于烈士，默默无闻
的奉献才是真正的军人！”一直激励着
他奋力前行。
“红色革命精神不因时代变迁而失

色，更不因岁月流逝而黯淡，它与我们
每个人应是情感相连、心灵相通……”
在决赛环节，张伟更加读懂了这句红
色格言。作为第一个上场的选手，他

抽到的题目是雷锋精神，他所在的北
部战区陆军，正是雷锋精神、老海岛精
神、白老虎精神等革命精神的发源
地。全军 10 位挂像英模中，有 4 位就
出自这里——“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
思德、“为了新中国舍身炸碉堡”的董
存瑞、“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苏宁。
在英雄精神的哺育和激励下，该部涌
现出一大批新时代先锋，“反恐先锋”
赵顺翔、“蓝盔勇士”李庆坤……耳濡
目染英雄事迹，也让张伟的精神世界
得到升华。

比赛中张伟讲起“救捞队的雷锋
哥”——他的老班长赵喜昌的故事。已
过花甲之年的五级伤残军人赵喜昌，从
原沈阳军区“雷锋团”退役后，几十年如
一日，坚持做雷锋传人。张伟用鲜活的
例子向人们证明：“雷锋其实从未走远，
雷锋精神永远在传承。”

比赛虽已结束，但传承红色精神，
讲好红色故事永远在路上。正如张伟
在比赛中所说：“虽然有一天我会离开
讲解员岗位，但宣讲红色故事的责任和
激情永远不会消退，我和我的战友们将
用青春去书写新时代的强军故事。”

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排长张伟——

红色基因，要传承也要传播
■张乡林 冯 程

我在追寻那抹红
—听红色故事讲解员讲述背后的故事

春季的井冈，青山滴翠。近日，记
者走进井冈山精神宣讲团毛秉华工作
室，采访在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中
荣获“优秀志愿讲解员”荣誉的毛浩
夫。在毛浩夫身上，有几个看似违和的
标签：海归、金融硕士、井冈山精神讲解
员。说起选择成为讲解员，毛浩夫说是
受到爷爷毛秉华的感染。

1968年，毛秉华担任井冈山革命博
物馆馆长。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义务宣
讲井冈山精神，一干就是半个世纪。从
小耳濡目染，毛浩夫就是听着革命先辈
的故事成长的。

2016年，留学归来的毛浩夫到南昌
的一家企业上班。10月初，爷爷毛秉华
到上海宣讲井冈山精神，回程时到南昌
看他。“海归在井冈山可不算啥，当年，
朱德、陈毅、何长生都是留洋生，他们为
了什么？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
幸福。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说
起当时和爷爷的对话，毛浩夫仍记得清
清楚楚。“爷爷一辈子宣讲，为的就是让
井冈山精神生生不息。这份有意义的
事业应该有人继承。”之后不久，毛浩夫
回到井冈山跟着爷爷一起学习党史、井

冈山革命斗争史。2017年 8月，他入职
江西干部学院成为一名宣讲井冈山精
神的老师，工作之余在茨坪毛泽东同志
旧居担任志愿讲解员。
“因为非科班出身，第一次站在井

冈山茨坪革命旧址群，拿着扩音器讲解
时，参观的学员们似听非听。”说起最初
的尴尬经历，毛浩夫害羞地挠了挠头。
为了让自己的现场教学变得更加生动
详实，毛浩夫在工作之余大量阅读党史
资料和相关书籍，还抓住各种机会向党
史专家和有经验的讲解员请教专业知
识和讲课技巧。
“重复讲同样的内容，会不会有乏

味的时候？”面对记者的提问，毛浩夫讲
起了一个小故事。“在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陈列着陈毅安烈士写给自己未婚妻
的英文贺年卡。第一次看时，我被清晰
流畅的英文花体字吸引。没想到，当年
的红军战士还有这么温情的一面，他们
的青春是如此活泼可爱。陈毅安先后
给妻子写了 54封家书，而第 55封信里
却只有两张空白的信纸。因为
当年他与妻子约定，如果哪天
不在人世了，他就会托战友
寄出一封无字家书。每
每想起陈毅安的故事，
我的内心都会受到

触动，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想把
这些故事告诉每一个来井冈山的人，告
诉他们历史是有温度的。”
“井冈山精神是穿越历史时空的。

如今，一代人的青春纪念册交到我们手
里，从我做起、永续奋斗,才能继续书写
红色历史的传承。”毛浩夫说。

江西井冈山茨坪毛泽东同志旧居志愿讲解员毛浩夫——

留学归来，更觉这抹红色绚丽
■本报特约记者 曾 飞

“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
给人类了……”日前，在沪举办的全国
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集中展示活动
上，杨进平深情朗诵了中共云南省委
第一任省委书记王德三“万言遗书”的
故事。
“作为革命先驱王复生、王德三、

王孝达三英烈的家乡人，我有义务把
革命精神传承下去。”接受采访时杨
进平告诉记者，讲好红色故事，才能
更好地激发全社会传承红色基因的
正能量。

去年 12月底，在上海举办的首届
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决赛中，杨
进平讲述了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
后带领人民种泡桐防风固沙的故
事。他用习主席在 1990 年为缅怀焦
裕禄所作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词
作结尾，以高分夺得“金牌志愿讲解
员”称号。

杨进平到祥云县文化馆工作后，
在不断接触中，加深了对红色文化的
认知。2006年七一前夕，县文化馆组
织到王复生、王德三、王孝达三烈士故
居学习。看着眼前烈士的遗物、照片
中鲜活年轻的面容，杨进平的内心受
到了强烈震撼。时值大理州红色革命
教育基地刚成立，正在招募志愿讲解
员，他毫不犹豫报了名。

工作 12年来,杨进平多次在祥云
红色基地进行讲解，场次达 1000 多
场。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积攒下的功
底，让他进一步加深了对红色文化的
认知和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近年
来，杨进平相继被评为优秀节目主持
人、云南省资深红色旅游景区讲解员、
大理州“金牌导游”，曾多次代表云南
省参加全国红色旅游讲解员及红色故
事会大赛，并获全国大奖。
“我相信我一定会把红色故事一

直讲下去，要讲一辈子！”杨进平告诉
记者，他将通过短视频等方式，推出一
批感染人、教育人的故事；认真做好每
一场讲解和文艺节目主持，使红色故
事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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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是红色的，无数先烈的

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红色是党

旗、国旗、军旗的颜色，也是共产党

员、革命军人的精神本色、人生底

色。如何让它永不褪色淡化？一方

面，是忠实地传承，“在正本清源上

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

作为”，不断注入新内涵，在滋养中

让红色更加绚烂；另一方面，是有力

地传播，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让

其浸渍。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讲好

红色故事就是传播红色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的有力途径。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旅游成

为群众喜爱的休闲方式之一，其中

红色游更是热门选择。这次由中央

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共同主办的

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让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的优秀讲解员们齐聚

一堂，讲述红色故事，为社会打开了

红色文化宝库。

红色故事是红色基因的载体，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画卷上，

最浓烈的色彩，催人上进。它是革

命英雄们的战斗精神、是不屈不挠

的民族气节，它是铁人王进喜的敬

业奉献，它是钱学森的爱国精神，等

等。这些精神力量沉淀着的赤胆忠

诚、责任担当、理想信念是年轻一代

赓续荣光、走向未来的财富。

目前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434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300个。开发利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红色故事，既能够对青年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也能促进地方文化、

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

作为红色故事的传播者，讲解

员不断锻炼业务技能、丰富知识，加

深对红色资源挖掘，发挥自身“品牌

效应”，让更多人了解红色历史。青

年要做红色故事的传承者。学校，

家庭要用红色故事的精神力量引导

青年，校正人生方向。教育基地和

景区要通过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

育形式，盘活红色资源。

从历史到今天，追寻真理的脚

步从未停息。“我喜欢红色的故事，

在大地和风中传唱，我相信红色的

记忆，在你我血脉中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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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照片：从左至右依次是在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中获奖的毛浩夫、张伟、杨进平、李楠。

本版制图：扈 硕

2月 28日，从首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中脱颖而出的选手齐聚一堂进行了集中展示。2018年底，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在上海共
同主办首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在历时 7天的时间里，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军队的共 130名讲解员参加
比赛，以“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为主题展开角逐，最终决出“金牌讲解员”和“金牌志愿讲解员”各 10名，“优秀讲解员”和
“优秀志愿讲解员”各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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