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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火炬，他们矢志传递
即使斗转星移、风云变幻，有些故事总

能历久弥新，给人启迪和教益；纵使硝烟散
尽、歌舞升平，有些精神总能振奋人心，给
人引领和力量。红色基因蕴含着革命先辈
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源源不断供给炎
黄子孙精神养分、斗争智慧。这是民族的
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共同传承、自觉弘扬。

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
时。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在繁衍壮大
的历程中凝练的精神财富总能在危急时
刻给人无穷的精神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官僚政客
和所谓社会名人多次举行“法会”以祈祷
解救国难，资产阶级报纸散布“中国人失
去自信力”的论调时，重病中的鲁迅先生
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列举中华民族
的“脊梁”以提醒和激励国人，有力地鼓
舞了民族自信心和抗日斗志。

同样是在抗日救亡时期，史学家范文
澜于1935年撰成了通俗历史著作《大丈
夫》，歌颂历史上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勇于
为国捐躯沙场、不畏艰险建功立业的英雄
人物，呼吁民众挺身而出、救亡图存，激励
了无数热血青年。近代以来，党在革命战
争年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积累
的精神财富，已熔铸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与
文化之中，成为炎黄子孙跨过一道又一道
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不竭动力。

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
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迸发力量。前几
年热播的谍战剧《潜伏》中，主人公余则
成说，我们的故事，需要有人听，然后他
们再讲给他们的孩子听。许多革命先烈
之所以希望后人记住他们的故事，并不
是期望后世铭记他们的功绩，而是希望
让红色基因代代传、红色江山不变色。

民族财富需要共同传承。只有人人
付出努力，朝着同一方向奔跑，整个社会
就才能收获能量传播的“场效应”。通化
市红色文化传承协会以抢救红色资源、传
承红色基因为己任，既有力地担负起了社
会组织的社会责任，又通过发展志愿者的
形式扩大了红色资源的教育面，提升了红
色基因的辐射力、渗透力，立起了共同传
承民族财富的好样子；赣南师范大学发挥
红色铸魂育人作用，从命名“红色班级”、
优选师资力量出发，创新手段优化了红色
传统文化教育的“供给侧”；老兵白卫星凝
聚起广大的老兵力量，不懈传承“贺兰山
精神”，体现的是新时代建设者的自觉传
承，值得全社会广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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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植根于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泥土中，传承于一代一代人不懈奋斗的事业中，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精
神纽带。也正是红色文化的代代延续，才使得我们民族拥有稳如山的精神底气，挺起打不垮的精神脊梁。传承红色文化，涌现
出很多先进组织和个人。本期视点，让我们走近他们，聆听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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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赣南，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也为中华民族留下
了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长期以来，赣
南师范大学秉承“立足红土地办学、以
苏区精神育人、为苏区振兴服务、做苏
区精神传人”的办学理念和传统，将红
色文化融入日常教学实践，让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
来我们学校参观，了解我们的红色文化
学院。”赣南师范大学红色文化学院院
长郭新春介绍，2010年起，学校持续开
展“红色班级”命名和建设活动，目前以
红色根据地命名的班级有“于都班”“瑞
金班”“兴国班”等 15个。为让学生在
实践活动中感受红色文化，“红色班级”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红色专题
讨论、红色情景模拟、红色故事讲演
等。与此同时，每逢七一、八一和烈士
纪念日等重要时机，“红色班级”都会组
织学生到赣南红色旧址、养老院、偏远
山村小学等，宣讲红色故事、学习革命
传统。

该校学工处处长魏美春向笔者介
绍，为了保证师资力量，赣南师范大学
组建了两支队伍：一支是由党政干部、
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
社会科学课教师等组成的校内力量；
一支是由专家学者、革命前辈后代组
成的校外力量。

“他是帕米尔高原的一股暖流，暖
了孩子们的心。”新疆阿克陶县恰尔隆

乡村民谈起乡政府干部曹永祺，赞不绝
口。2012年，毕业于赣南师范大学的曹
永祺以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
来到新疆克州阿合奇县，3年服务期满
后，他又来到阿克陶县恰尔隆乡，选择
继续为建设新疆作贡献。之后，曹永祺
组建了新疆驿站志愿服务团队，带领团
队志愿者将爱心物资送到了全疆100余
所乡村小学3万多名乡村孩子手中。曹
永祺说：“在赣师大的 4年，是我精神上
受到感染触动的 4年，红土地上的革命
故事塑造了我的思想和人格。扎根西
部，是我不悔的选择。”

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把汗
水 洒 在 艰 苦 创 业 的 舞 台 上 ，到 基 层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代
代赣师大学子在苏区精神的激励和
感召下，在学习中增长知识、锤炼品
格，在工作岗位上用一份份喜人工作
成绩单，彰显了“红色文化特质”磁场

带来的强大效应。

上图：今年 7月，“红色班级”学
生来到孙观发老人家，听他讲述革命
故事。 梁珈瑜摄

赣南师范大学将红色文化融入日常教学活动—

创建“红色班级”，做苏区精神传人
■李史萍 刘宗炎

抗日战争时期，吉林省通化市曾经
涌现出众多英雄儿女奋勇抗战的故
事。如今，硝烟远去，当年留下的革命
文物和战争遗迹成为山城宝贵的红色
印记。一代代通化人用自己的方式为
传承红色文化贡献力量，这其中，不乏
一些民间社会团体的身影。

通化市红色文化传承协会是近几
年传承红色文化成果比较多的社会组
织之一。协会负责人孙立霞介绍，丰
富的红色资源是通化一张亮丽的名
片，协会旨在挖掘当地红色历史、采集
抗战老兵故事，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
取砥砺前行的正能量。2017年成立以

来，协会发展团体会员单位 6个，建立
红色文化传承教育基地 3个，开展红色
文化公益项目12个。

协会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孙艳华介
绍，早在2013年他们就有成立协会的想
法，当时因为人员少，只组织了一些慰
问老兵的活动。后来，随着队伍发展壮
大，他们开始系统挖掘红色资源并整理
成册，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文艺活动宣
传红色故事。为让一些没有从军经历
的志愿者了解通化的红色历史，协会定
期组织志愿者到烈士陵园扫墓、参观革
命遗址。

“每次收集资料都是一堂生动的国
防教育课，期间有很多难忘的经历。”孙
艳华说。为了收集“白家堡子惨案”更多

的细节，协会志愿者多次找到离休老干
部于庆普及其夫人孙庆芝。孙立霞告诉
笔者，孙庆芝的表姐是“白家堡子惨案”
唯一的幸存者，通过孙庆芝的讲述，许多
尘封79年的历史真相被重新揭开。

几年前，孙艳华在寻访中结识了老
兵马守忠。马守忠 1947年参军，曾参
加多次战役、屡获战功。令孙艳华没
想到的是，记录完马守忠的故事后，后
者提出一个让她意外又感动的请求：
能不能让我加入协会，跟你们一起到
社会上宣讲红色故事。2017年，马守
忠身体每况愈下，但仍坚持为红色资
源挖掘奉献余热，直到去世前仍挂念
宣讲的事情。孙艳华说：“一次次寻访
坚定着我们的信念，一定要尽己所能

把红色文化传承下去。”
红色文化传承协会已将采访到的

抗战故事、亲历者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口
述整理成文章，编印出版了《军旗的荣
光》《军旗记忆》等 4部书籍，在当地报
刊开设专栏发表红色故事 90余篇。虽
然“远去了鼓角争鸣”，但先烈们“为祖
国河山抛头颅洒热血的画面”清晰可
见，依然令人肃然起敬。在不断挖掘、
宣传和学习红色历史过程中，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协会。目前，协会志愿者已有
200余人。

左上图：2017年 9月，在通化市红
色文化传承协会成立大会上，会员合影
留念。 胡堂林摄

吉林省通化市红色文化传承协会挖掘红色历史—

把红色记忆融入城市名片
■肖 锐 本报记者 屈雷宇

“虽然只在贺兰山当了4年兵，但我
从没忘记自己是一名贺兰山老兵，传承

‘贺兰山精神’是我们每一名贺兰山老
兵的使命和心愿。”11月 15日，老兵白
卫星更新了微信公众号“贺兰军魂”，看
着留言区的暖心回复，他这样说道。

在宁夏，白卫星颇有名气。他创办
微信公众号撰写老兵故事，发起“贺兰
军魂百县行”活动，带动老兵身体力行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贺兰山精神。白卫
星老家在山西省太谷县，20世纪 80年
代入伍来到贺兰山。自此，“既然当了
兵，就要做贺兰山精神传人”成为他践
行的信念。1990年，白卫星退役，但他
的心始终不曾远离贺兰山。2017年，在

媒体任职的白卫星感受到新媒体的传
播力度，开办了“贺兰军魂”的微信公众
号，主要发布一些贺兰山退役老兵回忆
的故事、战友近况等讯息。没想到公众
号越办越精彩，粉丝越来越多，成为贺
兰山老兵的精神栖息地，后台经常收到

“催更”留言。
今年年初，在石嘴山军分区支持下，

白卫星发起了“贺兰军魂百县行”活动，走
访全国各地挖掘和收集红色文化资料，让
更多的人了解贺兰山老兵的事迹。“这是
一个庞大的团队，到哪里都有人加入进
来。”白卫星告诉笔者，每走访一个地方，
都会得到当地老兵的支持和响应。甘肃
省老兵郭林泉义务驾车，行程千余公里相

伴；为方便记录，老兵白忠、顾晓华、张锦
华等人捐款购买摄像机，参与拍摄。老兵
们有个朴素的愿望：希望看到贺兰山老兵
的故事以影像资料的形式流传于世。

白卫星随身携带一面 1.6米?2.4
米的红旗，每到一处，老兵们都会在红
旗上签名。有网友在写给“贺兰军魂百
县行”的诗歌中将这面旗帜比喻为“流
动的火焰”。截至目前，白卫星已走访
77个县，按照计划接下来还有 150个县
（区）要走访。目前，收集到包括入伍通
知书、立功喜报、老报纸等 200余物件；
扫描存留反映当年训练、学习、工作等
老照片6000余张；整理鲜为人知的从军
故事 200多个，这些故事中既有反映早

年贺兰山营区趣事的，也有讲述经受战
火纷飞战事的……

白卫星有更大的野心——筹建“贺
兰精神之家”。在他的畅想中，这个

“家”集贺兰山军事历史文化、老兵回忆
录、影像资料、史物等为一体，让贺兰精

神传承有场地，弘扬有实物，是贺兰山
老兵的“精神家园”。

上图：2019年5月下旬，“贺兰军魂百
县行”活动到达四川省平武县，贺兰山老
兵参加活动后，合影留念。 白卫星摄

老兵白卫星发起“贺兰军魂百县行”活动——

走访百县只为记录老兵影像
■何 红 滕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