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田，闽西龙岩市上杭县一个群山环

抱的小镇。小镇上，古田会议纪念馆游人

如织。人们从各地赶来，在这个我军政治

工作奠基、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打

开历史时光，重温初心，感悟使命。

驻守在古田旁边，武警龙岩支队长

汀中队指导员左棋也曾一次次走进古

田，为开展政治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新问

题寻找答案。

又一批新战士入伍，中队照例把战

士们带到瞿秋白烈士就义地——长汀县

城罗汉岭，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一名战

士的提问引起左棋的思考：“指导员，瞿

秋白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可为什

么当时我党高级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

却叛变了呢？”

“我可以用一句简单的历史结论作

为答案告诉他，但对于今天的官兵来说，

只通过这样的简单方式去打开历史、触

摸历史显然不够。”左棋觉得，即使是守

着古田、长汀这样的红色资源富矿，历史

传统教育也时刻面临着挑战。

“官兵有问题是好事，说明他们有自

己的思考。”武警龙岩支队宣保股股长邓

龙富认为，当前，部队青年官兵大都是

“90后”“00后”，在红色历史的学习上，

需要不断创新方式加强引导。

如何让红色历史变得可触、可知、可

感？邓龙富觉得，打开古田、打开驻地红

色资源宝库的方式肯定不会只有一种。

在具体实践中，他们展开了各式各样的

探索。

他们以古田会议会址为中心，在红军

长征第一村、松毛岭战斗纪念碑、毛泽东

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等21处红色遗址建立

了教育基地。各大队、中队充分吸纳驻地

红色故事的内涵, 提炼“一队一传统”的

团队精神，并组织“读书分享会”“军营故

事会”，排演“历史情景剧”，打造“红色文

化墙”，用驻地红色文化厚植部队发展的

精神底蕴。

他们还通过走访革命故里、寻访历

史见证人、编发红色书籍，引导官兵重温

红色记忆。“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

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

农……”前不久，上杭中队官兵又一次走

进老红军林攀隆的家中，林老唱起一首当

年的红军歌曲，聊起革命战争年代苏区党

员干部的好作风，让官兵们深受触动。

针对那名新战士提出的问题，左棋

一直等到多次红色历史教育后，才开始

回答。他查找资料、编写教案，做足了准

备。然后，他又一次把官兵带到罗汉岭，

开展了一堂以“牺牲与苟且——红色政

权的建设和斗争”为题的教育课。

“大浪淘沙，有忠诚也有背叛，有同

甘共苦也有分道扬镳；革命斗争就是以

最残酷、最严峻的方式，考验着我们党和

红军”“我们的信念、意志、精神，就像淬

火的钢，只有经过一番淬炼，才能迎接最

终的胜利……”课后，官兵们结合此前参

加红色教育活动的见闻，纷纷讨论发言。

看着新战友们信任的目光，左棋感到

放心了——“看来，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

己的打开古田、打开红色历史的方式。”

打开“古田”的N种方式
■熊修宁 本报特约记者 田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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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石相击，必有火花；水气相荡，乃

生长虹。”思想教育其实就是一颗心点燃

另一颗心，一片云唤醒另一片云。

这是一种相遇。没有情与情的交

融、心与心的对话，就没有电光火石的碰

撞，黄钟大吕的共鸣。

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

发？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什么样的血液，

细胞中镌刻着什么样的基因……蜿蜒曲

折的道路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延展。

前行的路上，我们需要时不时“遇

见”过往、“遇见”传统，才能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走得更稳更远。

如何让这样的“遇见”更多一些呢？

要突出红色历史在青年官兵教育中

的主体地位。今天的青年官兵有很多优

点，但我党我军走过的那些红色岁月，对

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书本上的故事、前辈

们的记忆，越来越缺乏直接的体验和感

受。这要求我们与时俱进用好红色资

源，在讲好红色故事的同时，让青年官兵

对党史、军史有更为直观和深刻的把握，

培养更多新时代的红色传人。

要拓宽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手段。众

多的战斗遗址、经典的红色故事、悠久的革

命历史是很多地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丰

厚资源。只有深入挖掘、合理利用，通过新

时代官兵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打造“可

看、可听、可体验、可复制”的现场教学基地

和教育产品，才能帮助广大青年官兵更好地

吸收红色营养，激发工作热情和创造活力。

要挖掘红色精神在当下的新体现。

革命战争时期的烽火硝烟已成往昔，革

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却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以新的形式薪火相传：铁人精

神、红旗渠精神、抗洪精神、奥运精神、载

人航天精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于青年官

兵而言，既要与革命先辈“相遇”，也要与

时代洪流相遇；既要向英雄模范学习，也

要向优秀同龄人学习。只有这样，才能

让红色种子在一代代官兵心中生根发

芽，绽放出新的绚丽的时代之花。

让
这
样
的
﹃
遇
见
﹄
更
多
一
些

■
黄
少
安

当“00后”遇见“00后”

又一批新战士走进军营，武警龙岩
支队官兵又一次来到驻地附近的古田
会议纪念馆，接受精神洗礼。

穿越一件件文物史料背后的历史
长河，让机动中队 19岁的列兵严子晗和
战友们感慨的，不只是 90年前那场具有
伟大意义的会议，还有那群参加会议的
人。
“陈毅、罗荣桓、伍中豪……当年参

加古田会议的先辈，很多人都是生于
1900年后的‘00后’。”严子晗热切地和
战友分享自己的“重要发现”——一群
21世纪的“00”后在古田遇上了上个世
纪的“00后”。

当“00后”遇见“00后”，这场跨越时
空的相遇，让刚刚走进军营的战士们读
懂了什么？

在参观纪念馆后的讨论交流中，严
子晗的发言紧扣着一个关键词——时
代。“同样是世纪初年出生的‘00后’，他
们出生在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苦难中国，而我们出生在走向伟大复
兴的盛世中国，我们应该为生于这个时
代感到幸运。”严子晗说。
“伍中豪牺牲时才 25岁。25岁，正

是今天很多人娶妻生子的年纪啊！”长汀
中队列兵林甲乙谈起革命先辈们当年的
选择，想起一本书里的话：那真是一个年
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
时代。

林甲乙向战友讲起了一个在“红军
长征第一村”——长汀县中复村听到的
真实故事。

中复村有座“红军桥”，桥上有一条
用刀刻出的红军征兵的身高标准线。
起初，这条线是用粉笔画上去的。很多
人年纪小、个子矮，为了当红军，便半夜
起来偷偷把线改低。后来征兵人员知
道了，就用刀重新刻下了这条线。

这条线，被当地人叫作“生命等高
线”。当年，单是中复村就有近 600人参
加红军，绝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
“正是上一代‘00后’选择了为国牺

牲奉献，才有了我们这一代‘00后’的幸
福生活。”林甲乙动情地对战友们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听完战士们的热烈
讨论，机动中队指导员刘华勋因势利
导：“如果说‘1900 后’的使命是救亡图
存，那我们‘2000后’的使命就是走向复
兴。走向复兴的征程上同样有重重考
验，同样需要我们奉献付出，才能赢得
最后的胜利！”

从官兵们坚定的眼神中，刘华勋感
到，这次古田之行的目的达到了。回到
中队后，发生在战士们身上的变化，更
是印证了他的判断——

四百米障碍训练，过去体能并不突
出的严子晗竟跑到了新战士的最前面；
曾经喜欢玩手机游戏的一名战士，最近
的休息时间都被一本《闽西红色故事
集》占据了；过去五公里越野训练成绩
经常不及格的高兴祥，居然很快把成绩
提高到了良好水平……

当“90后”遇见90岁

的老红军

1998年出生的下士宋刚是武警龙岩
支队的一名红色讲解员。在支队官兵眼

中，当上红色讲解员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一次在古田会议纪念馆讲解，却令

宋刚惭愧不已。那天，宋刚指着脚下的
一团黑色印记告诉游客：“时值隆冬，代
表们在会场燃起了炭火，这就是当年炭
火留下的痕迹……”还没讲完，一个年
轻游客就提出疑问：“都过去快 90年了，
这痕迹咋还在呢？”

演讲词上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宋
刚一时张口结舌。还好，旁边一位专业
讲解员接过话茬：“古田会议旧址是闽
西传统民居建筑，使用的是石灰、黏土、
细砂等材料混合而成的三合土。这种
三合土一旦被火烧过，就会呈现出这种
颜色，而且经久不变。”

游客们听得频频点头，宋刚长长舒
了口气，脸上却火辣辣的。事后，他陷
入深思：“我们都说要当好红色传人，可
传承只是记住纸面上的内容吗？”

后来，在一次寻访红色传人的活动
中，宋刚遇见 91岁的长汀县南山镇红军
后人钟宜龙，心中的疑问有了答案。

在当地，钟宜龙被人们称作松毛岭
无名烈士“守魂人”。钟宜龙出生不久，
父母就被反动民团杀害。后来，他被抱
到了松毛岭脚下的养父母家。中央苏
区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年仅 6岁的
钟宜龙亲眼目睹了惨烈的松毛岭保卫
战。“当我看到养母和几个大人抬回一
个个血肉模糊的红军伤员时，吓得连哭
都不会了。”钟宜龙说。

解放后，钟宜龙发动乡亲上山寻找
无名烈士遗骸，一共收殓整理烈士遗骸
3000多具。1953年，群众自发捐献一块
块青砖，在松毛岭半山腰建起了一座 2
米多高的烈士纪念碑。后来，钟宜龙拿
出积蓄，腾出祖屋，自费筹建红色展馆，
陈列四处搜集来的革命史料。
“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

代。”宋刚对钟宜龙亲笔写在红色展馆
门口的一副对联感触深刻：“钟老说，共
产党员当恪守‘红’‘心’两个字——
‘红’指革命者的赤诚，‘心’指革命者的
初心；我们当好红色传人，就要既传承
初心信仰，又传承赤胆忠诚。”

“90后”战士纪冬也难忘一次与 90
岁老红军的相遇。那年春节，纪冬和战
友一起到上杭县发坑村，看望 98岁高龄
的老红军林攀隆。林老曾在瑞金聆听
过毛主席的演讲，在 2014年古田全军政
治工作会议期间，作为老红军代表受到
习主席亲切接见。

林老用颤颤巍巍的嗓音讲起当年
红军主力长征后，他随留守部队在龙岩
雁石、古田等地打游击，在“白色恐怖”
笼罩的漫漫长夜中等待解放曙光的故
事，纪冬听得几度泪水盈眶。

回营后，纪冬在笔记本上写下感
想：感谢时光，让我们这群“90后”遇见
了这些 90多岁的红色历史见证人。这
些遇见，让我真正懂得了信仰的崇高、
精神的可贵！

当“70后”遇见70岁

的新中国

武警龙岩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王
峰剑今年整整 40岁，是个出生在改革开
放初期的“70后”。

从军 20多年，从普通一兵到副团职
干部，王峰剑先后在福州福清，泉州石
狮、安溪等多地任职，在个人成长的同
时，也见证了驻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年，我们‘70后’在

改革开放‘富起来’的环境中成长，真是
一代人的幸运！”王峰剑感慨说，他的叔
爷爷是一名志愿军战士，牺牲在远离故
土的朝鲜战场。“今日盛世中国已如先
辈所愿，但为了今日盛世而拼搏牺牲的
先辈却再也看不见了。”

虽然到龙岩任职不久，但王峰剑对
这个新的“第二故乡”充满美好期待：
“龙岩就是红色加绿色。红色自然是指
红色历史，几百处遗址、纪念馆、烈士陵
园等红色场馆不断给予我们奋进前行
的力量；绿色说的是绿色生态，龙岩森
林覆盖率达 78.93%，如今 124个‘美丽乡
村’工程全部开工建设，未来的龙岩必

定更美丽。”
说起龙岩，在当地生活工作了 25年

的支队副政委冯周霖似乎更有发言
权。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龙岩几十
年的发展。
“就说当年毛主席写下《才溪乡调

查》的才溪吧，如今的才溪镇已是著名
的‘建筑之乡’‘万亩脐橙之乡’。”冯周
霖认为，才溪、龙岩只是 70年来新中国
发生沧桑巨变的一个缩影，“但站在革
命老区这个特殊的空间坐标上看，这样
的巨变更令人感慨，感慨胜利背后的牺
牲，感慨跨越背后的奋斗”。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
果。当“70后”遇见 70岁的新中国，遇见
的不仅是幸运，还有接续奋斗的使命。

龙岩地处闽西丘陵山区地带，土层
较薄，台风、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
发。习主席当年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专
程考察龙岩长汀，决定将水土保持治理
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从那时起，武警龙岩支队的官兵就
和长汀人民一道，通过封山育林、植树造
林、防火护林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每年4
月，官兵都奔赴长汀县涂坊镇和策武镇，
在乱石丛生的山坡上植树造林。

看着一片片“武警林”迎风摇摆，犹
如身着迷彩的战士挥手致敬。“70后”的
支队政委陈桂兵觉得，这是子弟兵送给
革命老区的一份最美丽的礼物。

当“出发”遇见“另一

次出发”

彪炳青史的古田会议，让古田这个原
本普普通通的闽西小镇，成为人民军队出
发的地标、历史的坐标、前行的航标。

2014 年 10 月 30 日，新世纪第一次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人民军
队脱胎换骨，重整行装再出发。

驻守在见证人民军队一次次“重塑
新生”的古田，武警龙岩支队官兵投身
转型重塑的感受自然非同一般。

对支队人力资源股股长江秀平来
说，感受最深刻的关键词是“较真”——

去年，支队机关党支部一次议训会
上，江秀平提出，自己是政工专业出身，
“不熟悉组训业务，就不提意见了”。没
想到，好几名支部成员都严肃指出他思
想上存在问题：备战打仗是军人天职，
研究打仗，怎能有“局外人”思想？
“古田会议坚决纠正了单纯军事观

点，我们也要坚决纠正任何偏离主责主
业干工作的思想。”最终，党支部研究决
定，专门请参谋部一名“训练标兵”与江
秀平结成对子，从班排组训、战术标图
等内容教起，帮助他扎实补齐军事训练
方面的短板。

对执勤一大队教导员李福龙而言，
投身转型重塑最深刻的感受则是“团
结”——

李福龙曾任支队宣保股股长。由
于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初到机关，他
虽然工作努力，但业务不熟，还是出现
了不少错漏。就在他感到苦闷茫然时，
机关党支部安排了一名业务经验丰富
的股长“对口帮扶”他。后来，他的业务
能力进步明显。一次交流发言中，他结
合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历史有感而发：
“一支军队突出重围需要团结奋战，转
型发展也离不开团结拼搏。”

在机动中队战士黄烁琦看来，守着
古田当兵，“最不一般的就是你永远不
会缺乏动力源泉”。

中队官兵将“生命等高线”的故事
编排成情景剧，在支队常演不衰。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拜别母亲的

场景。”扮演一位即将踏上长征的红军
战士，黄烁琦说，“每次演出，我都会重
重地向‘母亲’下跪辞别。那一跪，有
时膝盖都被磕青，疼得厉害，但那一
刻，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军人的家国
情怀……”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在换
羽新生中激荡奋进力量。在古田，一场
“出发”遇见了“另一次出发”；从古田重
整行装再出发，人民军队走上壮丽的强
军兴军之路。

在古田，他们遇见了什么
■熊修宁 本报特约记者 田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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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龙岩支队组织优秀党员到古田会议旧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郭大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