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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灵鸟”讲好“赶
考”故事

“毛主席，亲切的嘱咐牢记住，这只是
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保持艰苦奋
斗的好作风，警惕糖衣炮弹来进攻，要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又不躁……”4月 18
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前，西柏坡民兵宣传队的快板吸引游客驻
足聆听。

在旧址西北角，有一间简陋的长方形
土坯房，是当年中央工委自己动手建造的
大伙房。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具有伟
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在这里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谆谆告诫全
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
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
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
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
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
作风。”

这段历史，西柏坡民兵宣传队的队员
每天都要讲很多遍。这段历史，不仅引发
游客的深思，也激励着队员们不断思考如
何在现有成绩基础上更好地盘活红色资
源，提升宣讲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西柏坡民兵宣传队，被称为传播西柏
坡精神的“百灵鸟”。宣传队队长于海龙
向记者介绍，这支队伍成立于1994年，由
纪念馆的讲解员组成。平山县人武部把
他们编入民兵队伍，每年都请他们给入伍
新兵和新入队的民兵进行宣讲。

“晚上，毛主席批阅完文件，站在窗
前眺望柏坡岭的夜空……”讲解员霍楠
饱含深情地向游客讲述毛主席在西柏坡
的最后一个晚上的情形，游客们仿佛身
临其境。实际上，除了解说，霍楠还要随
时解答游客的疑问。纪念馆现收藏革命
文物2000多件，其中一级品8类5件。文
物中有毛泽东等伟人当年用过的办公桌

椅、文房四宝等。见到照片问人物，看到
实物问出处，游客的问题五花八门：“这
个 机 枪 有 多 重 ？”“ 这 个 人 是 哪 里
的？”……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增加知
识储备才能应对自如。

给人一碗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民
兵宣传队常态化组织读书看报和学习讨
论活动，每周组织一次讲解问题汇总交
流，每月邀请纪念馆研究员授课。

“时光回到 1949年 3月 23日，土坯房
前，老槐树下，握别依依不舍的父老乡亲，
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自西柏坡动身
前往北平。毛主席说今天是‘进京赶考’
的日子。”

“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
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
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
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2013
年，习主席在西柏坡同干部群众座谈时
这样说。

“赶考”的故事激励着党带领全国人
民团结奋斗的脚步永不停歇。每次讲解，
霍楠都力求将历史和现实结合，激发观众
前行动力。她告诉记者，西柏坡是红色圣
地，每天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
和群众非常多，弘扬西柏坡精神，“赶考”
永远在路上。

《团结就是力量》
从这里唱响

今年 2月 7日，习主席在给平山县西
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回信时强调，中

国共产党百年史是一部团结带领人民为
美好生活共同奋斗的历史，西柏坡的干
部群众对此体会更深。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希望你们坚决
响应党中央号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把乡亲们更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日子过得越来
越红火。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
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4月 15日晚
上，北庄村召开村民大会，会前村党支部
书记封红卷带领乡亲们唱起这首歌。

“《团结就是力量》从俺们村唱遍了大江
南北，这首歌的精神已经在这里生根发
芽、成长结果。干群拧成一股绳，俺们村
过上了好日子。”

北庄村紧邻水库，是一级水源保护
地，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受到限制。近年
来，村里依靠党的富民政策，发展特色种
植、光伏发电等产业，于2018年实现整体
脱贫。目前，光伏发电项目每年可为村集
体带来至少4万元的收入。下一步，北庄
村将发展红色旅游，打造绿色产业，建设
研学基地，一幅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即将
展开。

“除了党支部书记，我还有另外一重身
份。”封红卷自豪地说，他现在是“红马甲”
宣讲队的队员。为加强宣传教育，扩大覆
盖面和影响力，石家庄市党史研究室、市委
党校、当地高校等单位抽调精干力量，组建
市宣讲团；各县（市、区）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抽调党政干部、民兵骨干等组成“红马
甲”“红音箱”宣讲队，深入基层宣讲，唱响
《团结就是力量》，凝聚发展合力。

4月 8日，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

西龙贵村，民兵连长潘雷娓娓讲述着党
中央在西柏坡的故事，村民们听得津津
有味。

鹿泉区人武部利用民兵人熟、地熟的
优势，组织发动全区 40名民兵骨干组建

“红音箱”宣讲队，民兵拎着红色音箱走村
入户为群众播放党史故事。故事内容经过
严格把关，语言风格通俗易懂，并特意邀请
当地广播电视台专业播音员进行录制。

提在手里，传进耳里，讲进心里。各
级宣讲团深入全市镇村、企业开展分众
化、互动化宣讲。

3月31日，市宣讲团来到石家庄某贸
易集团，围绕坚守为民情怀、增强企业家
社会责任进行宣讲。该公司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为进一步拓宽定点帮扶村产品
销路，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与我们合作开发
了扶贫产品网上销售平台，并为驻冀部队
100个定点帮扶村分别预留了接口，一起
为乡村振兴出力。”

“红色冀?忆”穿越
历史时空

“我就是普通一兵，这是全国全民的战
斗，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解放的时候咱
们国家很多东西都不能造，火柴都叫洋火，
现在我们强大太多了，太幸福了……”4月
初，河北省军区石家庄第九干休所离休干
部张德隆回忆亲身经历、口述战斗故事的
短视频上线后，播放量已达百万余次。

“老干部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
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生动教材。”河北省军区领导介绍，他
们以纪念建党100周年活动为契机，发动
老干部结合自身经历回忆党的历史，讲述
心路历程，拍摄制作了“红色冀?忆”系列微
视频，在省内外各大媒体播放，激励党员干
部和群众更加关注党史、崇敬英雄、争当英
雄，让红色基因和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石家庄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刘世钺，
从事眼科医疗、科研工作70年，获科技进
步奖 13项。今年已 90岁高龄，刘老依然
常年参与义诊活动。面对镜头回忆起参
军入伍的情景，老人家十分激动。“我现在
感到很幸福，当年一起入伍的战友很多都
牺牲了，我只是尽自己所能替他们做点工
作。”刘老朴素的话语感动了万千网友。

老干部平均年龄已达 92岁，对他们
记忆的保护和存档已刻不容缓。“红色冀?
忆”微视频拍摄过程中，录制团队选择了
160余名身体条件相对较好的老干部口
述历史，形成具有河北特色的红色教育成
果，也为老干部留下宝贵影像。目前，已
先期拍摄了31名老干部。

网络平台和短视频具有受众广、传播
快的优势。石家庄军地充分利用网络平
台，创新形式手段，与广大网友一起追寻
红色记忆、学习党的历史，推动党史新媒
体传播和人文化表达，让广大群众听得
懂、听得进。

“毛主席离开西柏坡那天，老百姓天
不亮就等着送行。毛主席说这是‘进京赶
考’，也希望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也欢迎
我们去北京做客。”这是西柏坡村老党员
闫清海在网络直播活动中的一段口述历
史。3月以来，“党史冀忆 百年征程”网
络直播活动持续开展，活动邀请当地英雄
人物、革命后代、专家学者等作为直播嘉
宾，走进西柏坡纪念馆等知名纪念馆、革
命遗址，讲述最真实、最原汁原味的革命
故事，深入挖掘党在石家庄的浴血奋战
史、改革发展史，通过第一人称讲述，有效
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同时，微视频《党史故事天天讲》，广
播剧《太行“天路”》等一大批作品，都在紧
锣密鼓创作拍摄中。

河北西柏河北西柏坡坡::

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本报记者 王 赫

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
战役。这里成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这里见证了“新中国从这里
走来”，《团结就是力量》从这里唱响全中国。

历史昭示未来，激励后人。今年以来，石家庄军地不断挖掘当地红色资源、深入基层
一线、利用全媒体平台，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昂扬主旋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矢志传承弘
扬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
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被盖在担架
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春天
的柏坡湖畔，绿意盎然。走进西柏坡纪
念馆，总能听到西柏坡民兵宣传队讲解
员和游客一同哼唱《支前民谣》的声音。

其实，讲解员和演员的工作有许多
相似之处，都是通过情景再现的形式，
将自己的所感所悟传递给观众。唱这
首歌时，我想象自己是当年的民兵，想
着当年的乡亲们怎样去推小推车，怎样
在艰苦的环境下送军粮，怎样倾其所有
支援前线。因为自己首先被这段历史
感动，所以唱给观众时，更容易引发大
家共鸣。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今年
是我大学毕业加入讲解员队伍的第 15
个年头。一路走来，几多感慨。刚接
触讲解时，讲解词有 50多页，两万多
字，全部要熟记于心。培训的那段日
子，每天早上 6点起床开始背诵，晚上
11点才休息，有时候说梦话都是讲解
词。1个月后，我终于能够按流程熟练
地解说了。

面对观众自如讲解，只是第一步。

西柏坡作为红色圣地，发生了大家耳熟
能详的重大历史事件，其背后还有许多
不为人知的生动感人故事。更加鲜活
地讲述红色历史，将老一辈革命家带
领人民团结奋斗的故事讲好，将西柏坡
精神传递给更多人，是每一个讲解员
的使命。

我们从基本功开始练起，学习打快
板、唱歌谣。最初练小板，熟练了再打
大板，紧接着大小板结合，而且要打出

花板来。食指磨出血泡，缠上创可贴继
续打；嗓子唱哑了，含上“金嗓子”哼着
调继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每个
讲解员都能单独表演节目。

今年，我们正在以革命先辈在西柏
坡创下的辉煌业绩为内容，采用讲、唱、
舞、小品等艺术形式，自编、自导、自演系
列文艺节目，走进剧场、社区、乡村、学
校、部队，用丰富多彩的形式传播西柏坡
精神，将红色种子撒在燕赵大地上。

在观众心里播下信仰的种子
■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 袁 晶

图①：“红马甲”宣讲队队员为师生讲党史。 李金良摄
图②：西柏坡民兵宣传队队员为入伍新兵讲解展品。 李金良摄
图③：地方党员在西柏坡纪念馆前举行党日活动。 苑大营摄
图④：西柏坡纪念馆前“五大书记”雕像。 苑大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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