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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史学家克罗奇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

史。”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安徽省军区

开展“皖美追寻”红色资源挖掘活动，聚力打造富有

安徽特色的“红色基因库”和“流动党史课堂”，让陈

列在江淮大地上的红色遗产在官兵、民兵中活起

来、火起来，持续释放红色正能量。

中国革命历史是一部伟大斗争史，当年无数革

命先烈浴血奋战，比今天影视大片还要惊心动魄、

真实感人。然而，“人之患，在于不读史。”如何让当

代青少年自发热爱，并非易事。硝烟散尽，英雄远

去，老兵凋零，史书或寥寥数语，馆藏或束之高阁。

加之诸多现实原因，以至于红色历史教育向社会大

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覆盖不全、烙印不深。这并非

耸人听闻，革命导师列宁早有警训：“忘记历史意味

着背叛！”

让历史照进现实，必须找到穿越时空、叩问心

灵的结合点，强化角色代入，抚平岁月代沟。安徽

含山 75 岁红色宣讲员杨永生用 10 年时间为青少年

学生宣讲上百场，他的体会就是“把历史拉近，多讲

身边事，用当年的年轻人教育好当代的青年人。”当

年他们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当年他们没有锦衣玉

食，“天当被、地当床”，“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

当年他们没有“躺平”、没有“佛系”，有高官子弟、富

家公子，有教书先生、知识青年，为了信仰倾家荡产

闹革命，用清澈的爱、赤诚的血，换来了一个可赞美

的新中国。同样青春年华，不同时代风华，如果今

天的青年不去触摸历史、读懂当年的青年，也许永

远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能”？

让历史照进现实，不只是为了记住几个姓名、

了解几段掌故、修复几处遗迹，而是为了让模糊变

清晰，让糊涂变清醒，真正懂得觉醒年代“为谁觉

醒”？“皖美追寻”不炒剩饭、不背史书，独辟蹊径，让

历史细节开口说话，让鲜为人知广而告之。正是因

为深度开掘、个性表达，才使得《一块红布》《27 块

弹片》《红色思恩洞》等一批党史微视频活起来、火

起来，像百岁老红军谈“针尖大个作用”，志愿军老

兵讲“共产党不会老”，92 岁农村大爷“再讲共产党

不好，就是没良心”等群众化语言，一听肃然起敬，

再想欣然会意，历史的光芒就会在心头永久点亮。

让历史照进现实
■周海良

为牺牲呐喊，把祖国装进心里

2020 年 6 月，一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感动

了万千国人，也重新引发人们对“牺牲”这个词汇

的思考。

一路追寻，团队成员感受“牺牲”的痛感神经

一直在跳动。

始终让团队成员王勇耿耿于怀的是，87岁的烈

士后代王金如和他“20多岁父亲”王绍叶的故事。

1934 年，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艰苦卓绝

的第五次反“围剿”，北上抗日的红七军团到达皖

赣交界时，人员锐减。当时，刚刚 20 岁出头的王绍

叶和当地 500 多名村民一起加入了红七军团，先后

参加多次战斗。后来在一次突围中，王绍叶为掩

护战友英勇牺牲，那时的王金如才两个月大。

“ 爸 爸 个 子 长（高），拿 着 两 支 手 枪 ，非 常 勇

敢。”87 岁高龄的王金如对父亲所有认知，都来自

姑姑的描述。80 多年来，王金如在内心喊过无数

次父亲，却从未真正喊过一声“爸爸”。当被问及

“在梦里见过父亲吗？”，王金如红了眼眶，“有时候

能在梦里见到一个背影，可我看不清他的脸。我

知道父亲很勇敢，他牺牲自己是为了让更多人活

下来。”一句话，精准击中了大家的泪点。一位网

友在后台留言：“突然觉得能喊一声‘爸爸’很幸

福，希望先烈们在天堂能看到祖国的盛世繁华。”

骨肉分离的切肤之痛让“牺牲”可感可知，他

们本可以做一对平凡的父女。

“我爷爷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太惨了，只要闭上

眼睛就能看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金寨县南溪镇

文化站站长吕祥峰讲起了家门口的故事。文化站

门前曾是当年国民党残害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的

地方，“手段太凶残了，村民只敢夜里偷偷去收尸。”

52 岁的吕祥峰，研究地方史 30 年，经常被请到

机关、学校讲党课，这些年他不愿再讲了，他说：

“每讲完一堂课，都要好久才能从那些惨烈的故事

里走出来……”话没说完，吕祥峰摆了摆手，把头

转向一边，用手擦了擦眼泪。

结束当天走访，团队成员个个心情沉重，车厢

内气氛有些凝重。驾驶员朱善文提议改道去东至

烈士陵园。陵园里，烈士纪念碑遍布整个山坡，山

坡下一所小学传来琅琅读书声。“以前我有点不理

解，世间百色，为什么形容革命的颜色偏偏是红？

这些天近距离听故事，终于明白，那段历史是由无

数先烈用鲜血写就的。”文职人员朱怡蘅轻轻擦拭

着墓碑，“你听这读书声，不就是先烈们用牺牲自

己换来的可爱中国吗？”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3 月初送兵前，太湖县

人武部政委陈德荣打来电话，说在‘皖美追寻’影

响下，该县 68 名新兵，有 20 人主动申请去艰苦边远

地区服役。”团队成员郭伟峰介绍，随着今年征兵

工作展开，团队制作的微视频，被各地作为“军营

第一课”带进役前训练课堂。

为信仰奋斗，把人民举过头顶

“全靠党，个人啊，起针尖大个作用！”“皖美追

寻”第一站来到 102 岁老红军熊玉坤家。40 多秒的

镜头，熊玉坤只说了这一句话，也正是这句话让视

频“弹幕”密集起来。

追寻越深入，思考越深刻。出身地主兼商人

家庭的刘淠西，23 岁参加革命，28 岁牺牲；大地主

叶氏兄弟，卖光家中田产支持革命，年轻的兄弟俩

在战斗中相继牺牲；张漫萍，岳父是国民党高官，

21 岁加入共产党，被捕入狱后受尽折磨却拒绝岳

父相救，牺牲时年仅 37 岁……团队成员心中的疑

问在堆积，为何那些家境富裕、接受新思想、有着

大好前程的青年男女，面临生死考验时，依然果敢

决绝，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明 知 是 一 条 赴 死 的 路 ，为 何 还 要 坚 持 走 下

去？”团队不断追问。

“别难过，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些野兽动

摇不了我钢铁般的意志，玷污不了一个共产党员

的心。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就决不停止对敌人

的斗争！”这是身负重伤的新四军机要员、女战士

施奇在集中营里对狱中战友说的话。

施奇 16 岁参加革命，在皖南事变突围中和部

队走散，被百般摧残后关进了集中营，最后被生生

活埋。施奇最终没能看到革命胜利，也没能等来

与恋人团聚。

多少个日夜，团队成员含着泪听故事、流着泪

制作视频。因为有了信仰，共产党人便成了用“特

殊材料”制成的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信仰是

崇高的，又是朴素的。”团队带队人、省军区副政委

杨学伦向团队年轻成员道出了自己的感悟：“信仰

的关键在信、在做、在奋斗，核心是看有没有把革

命放在心上，把人民举过头顶。”

“信仰”系列视频推出后，金寨县南溪镇文化

站站长吕祥峰跟团队联系，告知他又重新走进了

党课课堂。不仅如此，他还加入了当地修建红军

墓的队伍，他说：“信仰是一束光，能驱走心中黑

暗。我要坚持把红色故事讲给大家听，或许就能

在哪个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爱党爱国的种子。”

为历史擎旗，把重任扛在肩上

“力求最大程度还原史实，挖掘更多不为众人

知晓的故事，是活动的初衷。”杨学伦说，我们的祖

辈父辈都是从战火纷飞的年代走过来的，发生在

身边的真实故事最能打动人。

为还原历史本来的模样，团队请来 30 多位党

史军史专家，对历史事件进行挖掘、考证，力求让

细节更丰满。

4 月底，记者随团队来到蒙城县黄庄，找到黄

庄阻击战见证人——93 岁老人黄金志。1948 年淮

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在黄庄阻击国民

党 12 万精锐，4 天 4 夜的战斗，战况惨烈。村里保

留的三间土房、几面残墙以及数不清的弹孔，成为

那场战斗的记忆。经党史专家考证后，团队将这

场战斗制作成视频推出，有网友感叹:“如果没人去

挖掘，这页历史又残缺了一角。”

“今年还在讲故事的人，明年可能就不在了。”

这是传承红色历史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在党史专家协助考证下，该省各军分区（警备

区）纷纷展开战例、战斗英雄深入挖掘活动。从事

党史研究 25 年的方庆寨为最近的忙碌感到幸福，

他欣慰地说：“我要更努力把党史资料整理好，把

红色故事讲好，也算对得起拿命去换民族独立复

兴的革命先烈。”

强大的精神力量正在接力传承。5 月中旬，

“皖美追寻”收官在即，该省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正

在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六安市裕安区民兵应急

连，披挂上阵，毅然走上抗疫一线。副连长李国辉

是一名红军后代，从小就听长辈讲太爷爷参加起

义的故事。“这一棒已经到了我们手上，请党和人

民放心，当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誓要向先辈

看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持到底，直至胜利。”

李国辉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先辈的誓言。

用这样的方式追寻先辈的脚步、记录先烈的故

事，让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收获了成长。“在追寻中找

准自己的价值定位，让现实回应历史，我辈定不负山

河、不负信仰、不负时代。”90后军官袁伟健说。

穿越时空重回战火硝烟的故土，在时空转

换中感受信仰的力量。杨学伦告诉记者：“我

们会继续追寻的脚步，挖掘更多红色事迹，

让历史少一些残缺，让这些记忆保留得

更久一些、传播得更广一些。”

铁马冰河铁马冰河入梦来入梦来
——探寻安徽省军区探寻安徽省军区““皖美追寻皖美追寻””活动背后的故事活动背后的故事

■黄冬景 本报记者 蔡永连

时值初夏，“皖美追寻”的脚步暂时定格在
皖南的一个小村落。这是安徽省军区开展的一
场红色资源挖掘活动。历时 82天，行程近 2万
公里，打卡 16个地市红色地标，制作 100期红色
微视频……一串串数字，把 28年红旗不倒的鄂
豫皖苏区、威名远扬的新四军、小推车“推”出的
淮海战役等红色历史通过新媒体矩阵，多侧面
带进大众视野。

点击量超千万，多条视频播放量破百万，留
言逾 10万条……“皖美追寻”团队深信：“这里本
就是一块红色沃土，出新芽儿、开新花儿只是时
间问题。”

连日来，红色微视频合辑走进了安徽省军
区党史学习教育大小课堂，“牺牲”“信仰”“传
承”……一个个关键词背后的故事鲜活起来，直
击灵魂，发人深省。

图①：“皖美追寻”团队探访刘邓大军挺进

大别山前方指挥部旧址。

图②、③：安徽省绩溪县政府为纪念志愿

军战士许家朋修建的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碑。

图④：“皖美追寻”团队探访中国工农红军

第一军军长许继慎生前所在地。

图⑤：安徽省军区文职人员朱怡蘅在东至

县烈士陵园擦拭烈士墓碑。 袁伟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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