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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强

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

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

相传、血脉永续。青年大学生是祖国

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是人生的

“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

全，思维进入活跃状态，最需要用红色

资源精心教育引导和培塑。

铸牢信仰之根，赓续红色血脉，这

是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要保证。着眼当代大学生开展

思想教育的实际，今年暑假，黑龙江军

地组织52所高校的千余名师生开展

“红色寻根·激扬青春”思想政治课活

动，以红色资源为课堂，让一批批青年

大学生在红色文化中寻根淬火、探寻初

心，补钙铸魂、强筋壮骨，把红色思想政

治课融入社会实践，为前行之路注入

“压倒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

力量。

红色资源是厚重的历史积淀，是宝

贵的民族精神财富。从“抗战第一枪”，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从林海雪原

的抗联密营，到10万官兵开发北大荒，

一处处历史遗址、一段段红色故事穿越

时空闪闪发光，激荡震撼着每一位青年

大学生的心灵。

红色历史是无数英雄用鲜血和生

命书写的，经过时光的沉淀更显厚

重。每一处红色资源都是一堂生动的

思政课，是教育青少年和高校大学生

最生动、最鲜活的红色教材。置身其

中，青年大学生拂拭初心、追问来路，

不知不觉间，心灵世界得到净化，理想

信念不断增强，爱国情操、思想境界得

到提升。

红色课堂是锻造人才的高温熔

炉。依托红色资源优势，为青年大学

生搭建起成长进步的平台，也是培养

塑造红色接班人的需要。这对于强化

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树立远大

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意义重大。

用红色资源培塑时代新人，让青

年大学生成为引领时代前行的强大力

量。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

代忠诚爱国、敢于担当的青年，一定能

够接过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

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征程

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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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寻根，为了青春的远征
—黑龙江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红色寻根·激扬青春”大学生思想政治课活动新闻观察

■■田志国 孙 健 本报特约记者 陈立涛

六天五夜的红色寻根，我们一路追

寻黑土地上无数先烈的足迹。我们从

发黄的照片中感知曾经风雨飘摇的艰

难岁月，从英雄的光辉事迹中追忆他们

英勇不屈的高尚气节。经历了红色寻

根活动，脑海中的革命烈士形象愈发清

晰、丰满，心里对先辈们的崇敬之情，也

愈发深刻、纯粹。

如果说，临行前我对此次旅程所寻

之物究竟为何抱有一丝疑问，现在的我

自认为能够回答了。红色寻根寻的不

仅是在龙江大地上战斗过的革命先烈

事迹，更是他们身上那种为了民族解

放、国家独立、人民自由，不怕艰难困

苦、不怕流血牺牲，坚韧不拔、勇往直前

的革命精神。

这种精神，是“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是八名女战士在

乌斯浑河畔高呼“为祖国的解放而战

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后的投江殉

国；是马骏在狱中受尽折磨、面对敌

人劝降时喊出“叫我不宣传马列主

义，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

还难”后的英勇就义；是赵尚志率东

北抗联将士舍生忘死痛击日寇；是杨

子荣于林海雪原智斗群匪……黑水染

热血，白山铸英魂。那些为了正义和

自由献出生命的英烈，我们不能忘，

在他们身上闪耀的崇高精神，我们更

不能丢。

这次寻根之旅，各路小分队采集了

所到红色故地的土壤，因为这些红色故

地是先烈们战斗过的地方，因为这些土

壤承载着他们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伟

大精神。

这种精神，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中华大地

上一脉相承、光照日月的红船精神、井

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九八抗

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

等等。

青年者，国之魂也。“新时代中国青

年要树立远大理想”，这是在纪念五四

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对新时代

中国青年的希望之一。青年的理想信

念关乎国家的兴衰荣辱，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使命已历史

性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肩

上。当我们从先辈手中接下“使命”接

力棒的时候，也一定会接过“精神”的接

力棒，唯此，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才能将

自身朝气与心中志气汇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注入

磅礴的青春力量。这是我在此次“红色

寻根·激扬青春”之行中收获的答案，亦

是最深的感触。

接过使命与精神的接力棒
■哈尔滨商业大学 梁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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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桥抗战纪念馆”“东宁要塞”
到“和平纪念馆”，从赵尚志、杨靖宇到
赵一曼……踏访一片片红色热土，寻访
一位位英烈人物，青年学子在追寻探访
中不断升华思想觉悟、筑牢信仰之基，
烧旺心中的红色薪火。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寻访活动结束之际，各路寻访小分
队带着从抗联将士战斗过的地方收集
的泥土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装着“英
雄土”的透明玻璃瓶上写着杨子荣、赵
尚志、赵一曼、冷云……一个个英雄的
名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闻一闻这曾经历战火硝烟，浸染英

雄鲜血的黑土，心中顿时热血沸腾”，哈

尔滨商业大学新闻系学生梁植告诉记
者，“这一抔看似普通的泥土，寄托着无
数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夙愿，这些被鲜血
浸染过的黑土地仍然在滋养着后人。几
十年过去了，唯愿英烈们能听到盛世告
慰的声音。”

东北烈士纪念馆副馆长王冬同几

名馆员轻轻接过一个个玻璃瓶，将里面
的“英雄土”慢慢洒在馆中“英雄林”
下。那一天，正在馆里参观学习的百余
名“红色之旅”夏令营的少先队员庄严
肃立，敬少先队礼。无声的课堂在学子
心中留下永恒的记忆。
“英雄的精神在思想深处给我们种

下一颗颗红色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灵
深处生根发芽。”黑龙江大学学生张宇露
参加红色寻根活动后，心灵受到强烈触
动，在路上撰写了入党申请书；哈尔滨工
业大学王成城途中就在网上报名参军，
同王成城一样，哈尔滨学院潘明达，哈尔
滨工程大学杨小康、王力等不少大学生

都决定报名参军，目前，他们几个都已顺
利参军，即将奔赴军营；东北林业大学研
究生杨青在活动结束后被学校选拔为新
生入学军训教官，她说：“我要将红色寻
根之旅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学弟学妹们，
把精神火种传递下去。”

东北烈士纪念馆刘强敏馆长有感
而发：“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是为了
新的出征。秉承让信仰之火熊熊燃烧、
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英烈精神薪火
相传的信念，参加红色寻根活动的青年
学子们一路参观交流、一路探索思考，
获益良多。可以说，红色寻根让红色文
化在大学生心中落地生根，夯实了信念
之基。”

让红色种子在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英雄，是一个国家巍峨的精神丰
碑，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魂魄。
“在东北抗联史上，赵尚志与杨靖

宇将军齐名。赵尚志和他率领的抗日
联军一度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寝食难
安，日本关东军重金悬赏他。1942年 2
月，赵尚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牺牲。”
讲解员介绍抗联将军赵尚志时，大学生
们凝神静听，眼里满是敬意。哈尔滨师
范大学学生张雨露告诉记者：“这次红
色寻根把课堂搬到了现地，站在这里，
我深刻地感受到 14 年抗战的艰苦卓
绝，无数英烈前仆后继才赢得抗战的完
全胜利。”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

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
帜……”大义凛然的赵一曼烈士临刑前高
唱《红旗歌》，慷慨赴死。巾帼英雄的光辉

形象也永远定格在人民的心里。
前来参观见学的大学生们久久驻

足在赵一曼牺牲的地方，用心感悟烈士
的绝唱。他们神情凝重地将鲜花敬献
在赵一曼烈士衣冠冢前，向这位著名抗
日英雄致以崇高敬意。东北林业大学
研究生学生杨青感慨万分：“想象着女
英雄战斗的情景，回顾中国革命的重大
历史时刻，无不与英雄的悲壮牺牲紧紧
相连。”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踏上海
林这片红色土地，浑身是胆、智取威虎
山的杨子荣的形象浮现在大学生们的
眼前。无论时空怎样转换，雄奇苍茫的
林海雪原因为拥有了这些赤诚的英烈
而光辉灿烂。

哈尔滨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
委书记李世龙有感而发：“当前，各种
信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一些青年学子对热播娱乐节目情有独

钟，而对党史军史和民族英雄知之甚
少，学习兴趣不浓；对人民军队的辉煌
历史和英烈的先进事迹知之不详、理
解不深。红色寻根可以补足青年学子
的‘精神之钙’。”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

“八女投江”烈士群雕前，哈尔滨商业
大学小分队的大学生们主动当起了讲
解员，为各地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参加
暑期夏令营的少年儿童讲述八女投江

的英勇故事。
“铭记英雄，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

们的丰功伟绩，更是为了传承英雄的精
神品格。”整个暑假，该省近百支大学生
红色寻根小分队一边参观，一边将寻访
看到的红色故事感悟及图片上传至社
交软件，从一个朋友圈转发至另一个朋
友圈，从一座城市传递到另一座城市，
英雄的故事被广泛传颂。

备受感染的哈尔滨商业大学团委
副书记许蕾告诉记者：“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时代的
接力棒已经传递到新时代青年手中。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联
合开展红色寻根活动，就是要通过红色
演讲会、报告会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
激励当代青年不负青春、不负时代、不负
使命，做党的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金秋九月，菊花飘香。9月 9日，黑龙江军地在哈尔滨市组织召开“我和我的
祖国——红色寻根·激扬青春”大学生思想政治课活动总结座谈会。

今年暑假，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共青团省委、哈尔滨警备区、哈尔滨市
委宣传部、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和哈尔滨商业大学等 52所高校，联合发起并组织了
“我和我的祖国——红色寻根·激扬青春”大学生思想政治课活动。1200余名高校
师生组成几十支小分队，分赴黑龙江省100余个红色国防教育基地参观见学。

总结座谈会上，与会代表普遍感到，这次参观见学是一次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英雄血脉的红色寻根之旅，也是一次融入历史重温民族精神、历练思想磨炼
意志的淬火之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青年学子观抗战史桥、穿林海雪原、探抗
联密营……黑土地上的红色历史在他们心中变得更加清晰，一种强烈的力量持
续涤荡着他们的心灵，传承红色薪火、担当时代重任的激情在广大学子心中持
续升腾。

炎炎夏日，一支高唱《松花江上》的
红色寻根大学生小分队，来到黑龙江省
泰来县的哈尔戈江桥。
“看到桥梁上的弹痕，就知道当年

的战斗有多么惨烈”，站在江桥旁，哈
尔滨石油学院学生张璇感慨地说，“在
这里，我似乎听到了枪炮声、闻到了硝
烟味。”

1931 年 11 月 4 日，江桥保卫战打
响，马占山将军带领东北军毙伤日伪军
6000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
战热情。江桥抗战纪念馆工作人员介
绍，“江桥保卫战”是中国军民抵抗日本
侵略战争的第一仗，打乱了日本侵略者

迅速占领东北的野心，揭开了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的序幕。
“马占山将军用行动告诉后人，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虎狼，哪怕不
敌，也要有与之决一死战的勇气。”黑龙
江大学哲学系学生刘海洋慷慨发言。

在黑龙江省东宁市境内，有一片饱
经炮火洗礼的战争罪证遗址——东宁
要塞，这是侵华日军强征 17万中国劳
工，历时 11年建成的要塞群。东宁要
塞是侵华日军在亚洲修建规模最大的
军事要塞，最多时驻有日军 13万人，被

日本关东军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
走进东宁要塞群遗址博物馆，一

张张泛黄的图片、一件件史实性证物
无声地述说着那段不堪回首的悲惨岁
月。17 万劳工受尽屈辱的血泪史真
切地展现在青年学子面前，给他们以

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哈尔滨工程大学
学生杨小康说：“东宁要塞所蕴含的历
史意义是沉痛而深远的，它的存在让
我们感到耻辱，也时时提醒我们永远
勿忘国耻。”
“触摸战争遗址，我们似乎闻到了

硝烟的味道。我在想，只要中华民族紧
密团结，就会凝聚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
量。”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
碑”前，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安艺坦
言：“在这里，我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
酷与血腥。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绝不会让历史
悲剧重演。”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版式设计：扈硕，照片

由邵国良、常智科、梁植、周

睿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