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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5月 3日，东风革命烈士
陵园，7位军地青年典型向革命先烈敬献
花篮。革命纪念碑下，“两弹一星”精神
和载人航天精神震撼军地青年典型的心
灵；大漠戈壁上，军地青年典型的强国强
军故事激励航天科技工作者和官兵。

长风阵阵，松柏摇曳。东风革命
烈士陵园安葬着 760 多位航天英烈。
在他们中间，有担负中国第一枚导弹
核武器“两弹结合”试验“七勇士”中的
4位，也有为保护试验装备奋力扑火英
勇牺牲的烈士王来；有为搜索火箭残
骸捐躯大漠的李再林烈士，还有 14 名
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他们选择
了这片承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荣与
梦想的土地，也选择了“死在戈壁滩、
埋在青山头”的牺牲奉献。
“1966年 10月 27日，‘两弹结合’飞

行试验进入最后时刻。为了保证任务
安全，地下控制室内操作人员被精减到
7人，由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阵地指
挥王世成、二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
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
泉、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和战士徐虹完
成发射任务。临行前，他们立下‘死就
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的生死
誓言……”军事科学院某室副主任杨党
国在高震亚墓碑前放下馨香的菊花，轻
轻抚摸墓碑上“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
放军独立功勋荣誉奖章”鲜红字迹，感
慨道：“走上试验场就是上战场，解决重
大问题就是能打仗，完成科研试验任务
就是打胜仗。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始
终把支撑打赢作为紧迫课题，争当科研
战线新勇士。”

聆听王来烈士的故事后，刚刚被评
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的山东省济宁
市妇女儿童医院儿童康复中心主任赵
淑珍，抬手拭泪，良久无言。

1965 年深秋，某次科研试验任务
圆满结束，王来和几名战士奉命处理
剩余液氧。第四台加注车即将排完液
氧时，一簇红柳被意外点燃。一位灭
火战士身上的工作服沾满液氧气化分
子，火苗瞬间蹿至全身。王来不顾自
身被引燃的危险，迅速扒下战友的工
作服，自己却被烈焰燃烧。他一边大
喊着不要靠近我，一边挣扎着跑向戈
壁滩深处。在王来身后，留下 38 只焦
褐色的脚印。
“沙雪映航城，步履在远征。一心

忠事业，生死铸丰碑。”航天英烈的英勇
事迹深深感动着每一位军地青年典
型。时代楷模、陆军某部上士王锐说：
“牺牲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航天烈士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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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5月 4日上午，微风轻拂，驻香港部队昂
船洲码头，随着熟悉的旋律响起，陆海空
三军官兵走进参观人群，与大家一起高
唱《我和我的祖国》。这是驻香港部队与
前来靠泊的海军海口舰、黄山舰利用开
放时机，组织军营“快闪”活动，与来访的
香港青少年共同庆祝节日。

海口舰、黄山舰曾先后 5次赴亚丁
湾执行护航任务，11次出国访问和参与
海上救援工作。4 月 30 日上午，海口
舰、黄山舰在执行完海军成立 70周年海
上阅兵任务后返航归建途中靠泊香港，
并向香港各界和青少年开放。
“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青

少年的心中高高飘扬。”看着一个个充满
活力的身影登上舰艇，现场指挥员、驻香
港部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陈贵斌感慨地
说，让青少年走进军营、登上军舰，感受
祖国发展壮大的辉煌成就、军人保家卫
国的高尚情操，必将进一步增强他们对
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

停靠在入口处的黄山舰首先迎来
参观人群。早已等候在舷梯旁的官兵，
引导青少年轮流登舰参观。登上战舰，
一架银灰色直升机静静伫立在后甲板
上，旋翼犹如张开的臂膀。穿过通道，
来到前甲板，近距离触摸主炮、防空导
弹等武器装备，参观的青少年兴奋不
已，纷纷拍照留念。

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的黄俊颖是
位“军事迷”，平时就喜欢关注各类武器
装备。参观舰艇后，他激动地说：“我相
信军队绝对有能力保护香港的安全、保
卫国家的安宁。”

在被誉为“中华神盾”的海口舰上，
青少年们再一次被震撼了。更加巍峨
的舰体、更加宽广的甲板、更加先进的
武器，让他们目不暇接。在振翅欲飞的
直升机前、在昂首挺立的主炮前、在站
岗执勤的哨兵前，大家纷纷用镜头留下
自己的身影。

更让大家受触动的，是通往前甲
板通道两侧的“人民海军忠于党”主题
图片展。一块块展板，一幅幅图片，勾
勒出人民海军一步步挺进深蓝的壮美
航迹。“参加这样的活动，能够增强青
少年的光荣感自豪感，不断浓厚他们
的爱国情怀。”带队前来参观的周老师
告诉记者。

碧海丹心写忠诚，砺剑深蓝当先
锋。引导参观的海军官兵还向大家介绍
了海口舰、黄山舰执行中外联演、亚丁湾
护航等任务的故事，用亲身经历，讲述着
人民海军发展建设的成就。

就读于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的赵
子正，跟随父亲前来参观，这是他第一
次走进军营。听完官兵的讲解后，他激
动地说：“登上威武的战舰时，我感到身
为一名中国人很自豪！”

五星红旗、八一军旗，雄壮的战

舰、威武的军人……来访的青少年不
断用相机、手机，记录着这难忘的场
景。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位身穿
红裙的小姑娘格外引人注目，她手举
五星红旗，昂首挺胸，踢着正步走在路
上。稚嫩的身影，依稀有了几分军人
的模样。陪她前来参观的一对老年夫
妇告诉记者，热爱祖国就是要从小做
起。

短短 4天时间，海军舰艇编队共接

待近 1.5 万人次前来参观。其中，有带
着孩子的父母，有结伴而行的青年，还
有组团而来的学生。在黄山舰的舷梯
旁，水兵小邓微笑着向青少年介绍军舰
挂满旗的礼仪规定。他表示：“为了让
祖国更加美丽繁荣，我们将不负嘱托，
牢记使命。”

（本报香港5月4日电）

上图：香港青少年在舰上合影留

念。 易 定摄

登上军舰，感受祖国发展新成就
——海军舰艇编队向香港青少年开放见闻

■本报特约记者 姜博西 原俊敏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记者胡
浩）记者 4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
综合各地旅游部门、通信运营商、线上
旅行服务商数据，经文化和旅游部综合
测算，2019 年“五一”假日期间全国国
内旅游接待总人数 1.95亿人次，按可比
口径增长 13.7%；实现旅游收入 1176.7

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16.1%。
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劳动节假日四

天，亲子、研学等形式的家庭游成为热点，
拉动了文化、休闲、餐饮等消费。文化和
旅游消费额在501元至1000元之间的游
客比例最高，为38.0%；游客平均外出停留
时间为2.25天，较清明假期增长9.5%。

“五一”假日国内旅游接待1.95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176.7亿元

他是大盐商家的“少爷”，也是小说
《红岩》中英雄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他是
渣滓洞里英勇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满腔
柔情的赤子。他就是罗世文，中国共产
党优秀党员，著名烈士。

罗世文，四川省威远县人，1904 年
出生在当地一个颇具盛名的大盐商家
庭。但就在他出生那一年，由于清政府
横加税额，其父破产入狱，而后病死狱
中。罗世文自幼丧父，受尽歧视和冷遇，
但他牢记母训，发愤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罗世文与
堂弟罗世良、罗世法等十余人组织起“读
书会”，阅读进步书报。1923年夏，罗世
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重庆
地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4年，罗
世文与杨闇公、萧楚女等人发起“四川劳
工互助社”等进步团体，为重庆党组织的
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5年夏，党组织决定派罗世文赴
苏联留学深造，并在出国前批准他为中
国共产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世文先后任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
书记、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江津、荣
（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
民暴动和兵变。1933年，罗世文和廖承
志一起到川陕根据地工作，由于对张国

焘的错误提出过批评，遭到非法关押。
长征途中，在被人监视的情况下，他们同
红军战士一道，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
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得到平反。

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
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
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从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底至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
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 3月
18 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
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
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监狱
中，罗世文和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
组织了临时党支部，带领难友同敌人展
开坚决的斗争。

1946年 8月 17日，敌人放话说要将
罗世文和车耀先转移到南京监狱。罗世
文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写下了给
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表示：“决面对一
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8月 18日，罗
世文和车耀先一起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
松林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
世文和车耀先的骨灰从松林坡挖出来，
隆重安葬，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们题写
墓碑碑文。

曾任罗世文家乡威远县史志办主
任的冷国文参与了罗世文史料的收集
整理工作。他告诉记者：“在卷帙浩繁
的史料中，阅读罗世文那鲜为人知的故
事，深切感受他英勇无畏的革命风范的
同时，我还看到了一个更加可亲可敬的
罗世文。”

罗世文重情，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
至，体贴入微。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
精心护理。他对母亲也怀有一片深情。
由于长年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罗世文没
有时间回家去看望母亲。母亲思念儿
子，每天就朝门口望着大路叫：“自元（罗
世文小名），你还不回来呀？”1944年中
秋节，身陷囹圄的罗世文从亲友口中知
道这事后，倚着铁窗，写下《无题》一首：
“慈母千行泪，顽儿百战身。可怜今夜
月，两处各凄情。”

（新华社记者童 芳）

罗世文：《红岩》英雄许云峰原型

90 年前，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井
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八角楼的微
弱灯光点燃了革命的燎原之火。

90 年后，勠力奋斗谋幸福的井冈
山成为中国减贫事业的里程碑。井冈山
市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新征程中持续发
力，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也成为中国
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县。

从中国革命的起点到走在中国全面
脱贫奔小康的前列，井冈山人民始终没
有忘记人民子弟兵的携手相扶，更始终
感恩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近日，记
者踏访井冈山革命老区，感受“红军传
人”谱写的军民鱼水新篇。

红色标语：见证

为民服务宗旨

在井冈山朱砂冲林场行州村一栋老
宅的屋檐下，有一幅写着“红军是为劳
苦工农谋利益的先锋队”大字的红色标
语。历经90多年风雨，标语依然清晰可
见。

莽莽山野，悠悠岁月。这 15 个大
字，穿越历史时光，见证了人民子弟兵
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宗旨。

翻阅 《井冈山市志》，200 余个军
爱民故事被载入其中——

1952 年 ，宁冈县大队组织民兵
2863人，为 510户军烈属家庭代耕土地
283公顷。

1991 年，人武部组织干部和民兵
3000 余人次，开发荒山荒坡，造民兵
林8.91公顷。

2010 年，武警井冈山中队与黄坳
村 9户村民结对帮扶，捐赠 5万元资助
贫困学生。

2013 年，原南京军区协调华东五
省一市与井冈山市开展“三联”活动，
落实援建项目50个……

千里寻故地，旧貌换新颜。4月 10
日，记者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走进
坳里乡寨下村。眼前出现一座小桥，桥
头立着一块醒目的石碑：军民同心桥。
人武部领导告诉记者，以前这座桥因年
久失修，每遇大雨来袭，来往群众只能
涉水过河。2015年，江西省军区筹措资
金500余万元，组织民兵力量奋战3个月
修起了这座桥。

搭的是桥，连的是心。95岁高龄的
抗美援朝老兵唐守志逢人便说：“当年
红军把木桥架到山里，如今子弟兵把水
泥桥修到村里，红军的队伍没有离开。”

红 色 交 接 ： 结

“扶贫亲”成为传统

“渡陂河畔，鱼水情深；东部战区，情
系老区；慷慨捐资，百姓之福……”这段
记载东部战区助力井冈山脱贫攻坚的文
字，如今在革命老区广为流传。

4 月 11 日，一场春雨降临。走进
坳里镇渡陂村，一栋客家风格的三
层小楼房映入眼帘。这是东部战区
出 资 援 建 的 项 目 ， 楼 内 党 建 活 动
室、远程教育室、会议室、图书室
一应俱全。
“新修的村部不仅是建强支部的场

所，也是军民共建的阵地，感谢解放
军！”年逾古稀的老支书兰冬祥一提起
这事就激动不已。类似的例子还有很
多。 2013 年，在原南京军区的倡导
下，井冈山市人武部与经济发达的上
海长宁区、江苏省海门市等 9 个市
（区）人武部携手开展了“联学创新理
论、联创先进组织、联建文明乡村”
的“三联”活动，调动优势资源对口
援建井冈山 9个乡镇，9万多老区人民
获益。

2016 年，新组建的东部战区接过

原南京军区的接力棒，让“三联”活
动延续下去。当年，东部战区捐建的
寨下至渡陂的山村入村道路顺利贯
通。

这条路本就是一条红军路。1927
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三湾出
发，途经此处短暂休整，平整了这条泥
土路。如今，子弟兵再次整修这段路，
点燃了村民致富的希望。

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在传承中不
断丰富和升华。在井冈山市人武部，
有一套延续了几十年的“红色交接”
仪式：凡新调入的干部职工，读的第
一本书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上的
第一堂课是瞻仰烈士陵园，唱的第一
首歌是红军歌谣，吃的第一顿饭是红
米饭南瓜汤，下基层的第一件事是结
“扶贫亲”。

井冈山群众都知道，人武部干部职
工的标志是一身迷彩服，随身携带民情
日记、帮扶手册、挎包水壶和干粮袋
“四件宝”。这几年，他们走村串户，吃
碰饭、住农家，与贫困户连心结亲，持
续帮扶不断线。在黄坳乡石角村，龙秀
芹老人临终前嘴里还念叨着“想再见见
人武部的人”。

“红军一天”：探索

红色旅游脱贫新路

红色沃土孕育了中国革命。在井冈
山，当年追随共产党参加红军的有 18
万人；在 1927 至 1929 年两年多的革命
斗争时期，平均每天有近 60名红军牺
牲。那坚韧挺拔的井冈翠竹，见证了井
冈山的星火燎原，也见证了老区人民的
牺牲奉献。
“人民子弟兵有责任帮助老区人民

增智立志、脱贫致富，让他们振作起
来、奋斗起来。”吉安军分区政委邹铁

平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积极发动
民兵、退役军人和红军后代带头示
范，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大家脱贫。

茅坪乡坝上村，当年毛泽东在此
写下《宁冈调查》等著作。为帮助该
村早日脱贫致富，人武部与乡、村干
部一道挖掘红军故事，追寻红色足
迹，与井冈山市教育培训机构共同打
造“红军一天”体验式红色旅游项
目，让学员在一天内体验急行军、救
伤员、自做红军餐等内容，坝上村也
找到了一条通过红色旅游脱贫的新
路。

村支书李国锋说：“我的曾祖父是
李筱甫烈士，我也当过兵，作为红军的
传人和退役军人，我有责任带领村民过
上好日子。”

春雨绵绵，云雾满山。神山村，这
个曾经鲜为人知的深度贫困村，如今游
人如织。2016 年春节前夕，习主席沿
着湿滑的山路辗转来到这里。“他走
进来一间一间屋子看，还坐下来和我
们算收入支出账，问家里种了什么、
养了什么……”村民彭夏英记忆犹
新。

彭夏英是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让记
者感佩的是，她作为红军后代的坚韧执
着。她的丈夫是名退伍老兵，早些年腿
部受重伤，不能干重活。7年前，村里
评审低保时，村干部上门要她填表，她
却婉言谢绝：“作为红军后代，我要起
带头作用，低保名额还是留给更需要的
人吧。”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小心路上

有石头。碰到阿哥的脚趾头，疼在老妹
的心里头……”告别神山村时，耳畔传
来悠远的客家民谣，记者眼前不由浮现
出“十送红军”的场景。

井冈青山在，脱贫终梦圆。然而，
脱贫不是终点，在通往小康的路上，军
民携手再出发。

井冈山，“红军传人”谱写鱼水新篇
■中国国防报记者 乔振友 通讯员 曾 飞

罗世文像。

新华社发

军地青年典型走基层

年龄才 27岁，他们不畏生死的英雄
气概和奉献精神，值得每一位青年官
兵学习和继承。”

5月 4日，黄沙蔽日，红旗飞卷，
军地青年典型分组走进发射测试站
基层单位。火箭军某部三级军士长
侯长岭与青年科技代表畅谈个人感
受：“我们导弹兵从‘千人一杆枪’到
‘百人一杆枪’，再到‘几人一杆枪’，
导弹越飞越远，威力越来越大。我们
要向航天人学习，把强军使命扛在肩
上，永不懈怠。”

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的图片、
神舟七号航天员舱内服、神舟九号
飞船返回舱……走进中国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一件件珍贵
的文物史料见证光荣与梦想。看着
军地青年典型和青年航天科技工作
者满怀激情地交流分享，记者分明
感悟到，不同时代的青年楷模拥有
共同的追求——以青春之奉献创造
青春之中国。

（本报酒泉5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