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6日，江苏省常州市阳

光龙庭社区关工委邀请老兵王

荣金、陆龙兴、丁建民与小学生

共度元宵节。活动中，3位老兵

给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从军故

事，告诉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做

对社会有用的人。学生们为老

兵端上亲手做的元宵，表达对他

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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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即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希望
老同志们继续发光发热，结合自身革命
经历多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特别
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
仰、勇敢斗争，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2月 18日，
习主席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百
岁老战士们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
和美好祝福。

习主席的殷殷关怀和嘱托，也让身
在江苏南京的南京军休讲师团成员们振
奋不已。“习主席的回信，是对我们老战
士、老党员的充分信任和鼓励。我们要
继续发光发热，讲好党的故事，让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

这是一群历经风雨的奋斗者。战争
年代，他们为驱除敌寇、守卫国土英勇奋
战。和平时期，他们为国家安宁、人民幸
福奋发拼搏。

这是一群老骥伏枥的“播种者”。他
们自称是“70后”“80后”的“不老翁”，以
对党无比热爱、对革命无限忠诚的真挚
情怀唱响军休好声音，教育激励青年一
代走好新的长征路。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成立

14年来，南京军休讲师团的成员们，用
“霞光”照亮“后浪”的奋斗路，用余热为
红色基因的传承贡献力量。

“我们是过来人，

我们不讲谁来讲”

“我和雷锋都是旧社会那根藤上的
苦瓜，是党把我们从苦海里救了出来。”
86 岁的军休干部赵明才每一次给听众
讲雷锋的故事时，总要说这几句掏心窝
的话。

赵明才是雷锋生前的战友，1960
年，他作为先进基层干部代表与优秀战
士代表雷锋在参加表彰时同住一室，成
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两人曾相约“我们一
定要好好干，做党的忠实儿子”。在赵明
才看来，雷锋把党比作母亲，把有限的生
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就是
知党恩、报党恩，跟党走、为人民。50多
年来，赵明才到全国各地义务宣传雷锋
精神，自费赠送雷锋图书万余册，践行着
他在雷锋墓前许下的“一辈子像雷锋那
样做人”的誓言。

张兰生 17岁赴朝参战，1953年在金
城反击战中身负重伤，至今肺部还残留

着 2块弹片。回国后他一直在军队文化
岗位上耕耘，创作的文学作品多次荣获
军内外奖项。多年来，他坚持以抗美援
朝的亲身经历为青少年讲述革命军人的
信仰和奉献，播下红色的种子。

许多老兵，亲历了中华民族迎来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历
史进程，更懂得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
活的“教科书”。“我们是过来人，我们不
讲谁来讲？把历史告诉年轻人，是我们
的责任 。”这是南京军休讲师团成员们
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在党的教育培养下
成长起来的他们，视传承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为己任，努力讲好红色故事，
在讲台上贡献光和热。

“人人成为多讲故

事、会讲故事的‘故事

大王’”

如何让宣讲生动形象、直抵人心？
南京军休讲师团成员的目标，是“人人成
为多讲故事、会讲故事的‘故事大王’”。

杨松河曾在比利时等国担任过驻外
武官，上世纪 80年代初他把救了一座城
的撒尿小男孩的故事翻译到国内。如
今，杨松河又给小学生们讲活了“一带一
路”。讲课时，他准备好一个篮子，里面
装着黄瓜和核桃，告诉学生黄瓜曾叫胡
瓜，核桃曾叫胡桃。接着他又从“胡”字
讲到“番”字，讲到番薯、番瓜、番茄，点明
带“胡”字、“番”字的瓜果菜蔬大多是从
丝绸之路传进中国的，引起了学生对“一
带一路”的兴趣。

解文欣的姐姐是抗美援朝一等功臣
解秀梅，他在《英雄儿女与英雄精神》的
报告中，从 3张和毛主席合影的故事讲
起，生动诠释志愿军官兵的战斗精神和
英雄气概。去年，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之际，解文
欣历时数月精心准备了报告《一场不可
避免的较量》，纵谈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
过程、精神价值和现实意义，得到广泛关
注。今年，他又准备了新报告《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通过讲授党
的武装斗争史，回顾中国共产党自诞生
以来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不懈
奋斗。
“我们的讲述虽不如专家教授那样有

系统、有逻辑、有深度，但作为亲历者，我
们口中的历史更真实、更生动、更有感染
力。”南京军休讲师团成员刘凯军说。自

2015年起，南京军休讲师团通过网络对外
公布公益宣讲课题清单，提供近百个课题
接受社会预约，探索创新“菜单式”义务宣
讲服务。

“在每个听众心中

播下信仰的种子”

2007年，南京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活动中心在全市军休系统遴选坚持常年
宣讲的 10位军休干部，组建了南京军休
讲师团。此后，这个团队不断发展壮大，
成员们走进机关院校、街道社区，14年
来宣讲近 4000场次，听众达 200多万人，
被评为江苏省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

年近九旬的任西庆退休后一直坚守
在党的理论宣讲阵地上。这位能把马克
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创新理论讲得生动活
泼的“任爷爷”，一接到宣讲任务就特别
高兴：“理论宣讲怎样才算有效果，就是
别人听了你的讲座，更加热爱中国共产
党，更加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
加愿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
己的力量。”

东南大学教授陆华，在南京上大
学时就多次听过南京军休讲师团的报
告，后来成为一名高校国防教育骨
干。她说，每一次听老前辈作报告，就
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升华，他们既是
在讲述自己的战斗岁月、革命人生，也
是在讲述党的光辉历史、优良传统和
奋斗历程，值得年轻人认真学习和领
悟。
“老有所讲是军休干部老有所为的

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
历，讲述党的伟大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
对青年一代进行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
育，成为一支独特的文化力量。”南京军
休讲师团团长王红兵说。

在南京军休讲师团的成员们看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共产党人为党为国
为民的真实故事讲给大家听，在每个听
众心中播下信仰的种子。”

图①：赵明才给南京外国语学校的
学生讲述雷锋故事。

图②：刘凯军在南京市江宁区东山
小学校园电视台演播室为全校学生作革

命传统讲座。

图③：张兰生在南京市江宁博物馆
给小学生们讲革命故事。 丘淮平摄

（制图：扈 硕）

南京军休讲师团成员以讲好红色故事为己任，教育激励青年一代走好新的长征路—

愿做红色信仰的“播种者”
■丘淮平 练红宁

“连长，你还让我活着不呢？”小司

号员真着了急。

“这是什么话！我不许你去，就为

是怕你吃亏！你年纪小，没有经验！”

“连长，你常对我们说，有光荣就活

着，没光荣不如死了！我相信你的话！”

连长没的可说了：“好吧，跟我去！

跟我去！”

……
这段节选自作家老舍的小说《无名

高地有了名》的片段，描写的是抗美援
朝战场上，小司号员郜家宝因年龄小被
连长确定为留守人员，可他坚持要上前
线参战的故事。其实，郜家宝这个人物
确有原型，他就是抗美援朝一等功臣、
二级战斗英雄高家善。近日，在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的一栋
单位宿舍楼里，记者见到了高家善。

岁月荏苒，“小司号员郜家宝”如今
已白发苍苍，拄上了拐杖，但说起曾经
的军旅故事，高家善的眼眸立刻亮了起
来，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照片和军
功章一件件翻了出来。随之缓缓打开
的，是老人珍藏了半生的珍贵记忆。

1935 年 10 月，高家善出生在湖南
省永顺县一个土家族贫苦家庭。15岁
时，解放军的到来让高家善发现了一条
光明的出路。他至今还记得最初见到
解放军时的场景：“他们睡觉就在路边
铺上稻草，连我们的房屋都不进，早上
起来还把村里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个星期后，高家善跟着解放军离开了
家乡。

1951 年，高家善随原 47 军入朝作
战，在司号队学习吹号。小说《无名高
地有了名》中，小司号员郜家宝缠着连
长要上前线的情节，是高家善的一段亲

身经历。“1953 年 3 月，连队要打老秃
山，一开始我被确定为留守人员，连长
说我年龄太小，不让我参加。我一听就
急了，跟连长、指导员说，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我不上前线不参战，算什么保家
卫国？步枪、手榴弹还有爆破筒、轻机
枪我都会用。我还会吹号，可以做通信
联络工作。连长说我这个小鬼虽然年
纪小了点，但是有勇气、有干劲儿，就答
应我跟着他做通信联络工作，还嘱咐我
上前线打仗要勇敢，要灵活机动。当时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向他敬了个军礼就
跑了出去。”

在1953年的老秃山战斗中，高家善
和他的军号立下汗马功劳。老秃山因到
处都是烧焦的黑土、山上寸草不生而得
名。当时，高家善所在的三连是尖刀连，
需要尽快占领 16号主峰。在炮火掩护
下，他们接近敌前沿阵地，炮弹火光映照
中，高家善看到许多戴着钢盔的敌人，他
向连长报告：“好多敌人啊！”连长说：“人
多也要上，吹号！”高家善立即吹响冲锋
号，三连官兵向主峰冲去。
“临战前，大家在绣有‘把胜利红旗

插上无名高地主峰’的红旗上签名立
誓，人倒旗不倒，谁看到红旗，都要接过
去，即使剩下一人一枪一口气，也要把
红旗插上主峰！战斗中，红旗班的旗手
一名接一名倒下，我接过战友重托，举
着红旗往上冲，管它枪林弹雨、刀山火
海，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
把这面染着战友们鲜血的红旗插上主

峰！”怀着坚定的信念，高家善把红旗插
在了主峰上，并打出了信号弹，三连官
兵随后攻克了主峰。

后来，高家善和战友们坚守阵地，
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后续支援部队上
来后，让三连全部撤下去，高家善却和
前来支援的二营营长说自己熟悉地形，
要留下来继续战斗。“那时候一心想着
打胜仗，根本不晓得怕，也不晓得饿，不
晓得疲劳！”

战争结束回国后，上级组织安排高
家善学习文化知识。他从汉语拼音学
起，经过刻苦努力的学习，仅用 3年时
间就达到初中文化程度。1955年，他被
共青团中央授予“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
极分子”称号。随后，高家善进入原沈
阳军区步兵学校接受了正规的军事院
校教育，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
毕业后，他从排长干起，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基层干部。

1979年，高家善转业回到家乡，拿
到 400多元的“安家费”，这在当时相当
于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尽管家
里人口多、生活负担重，他坚持把这笔
钱全部交了党费。

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物资局
工作后，高家善主动请求到保靖县昂洞
乡铁厂村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他同
村民们一道挑水做饭、打柴喂猪，带领
村民如同当年攻打老秃山一样，向贫困
发起“进攻”。为了推广铺地膜和新型
水稻栽培方法，年过半百的他通宵研究
生产技术，每天挨家挨户动员村民。在
他的带动下，村里的收成一年比一年
好。“想起那么多战友都为国家献出了
生命，我们活着的人多做一些为人民服
务的工作是应该的！”高家善说。

转业 40 多年来，高家善从未因家
庭困难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并教育
子女要自立自强：“我这一生是党给的，
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到人民，想到国家这
个大家！”

时光荏苒，初心不变。无论在什么
岗位，高家善始终以一名战士的冲锋姿
态，以把“把胜利红旗插上无名高地主
峰”的坚定意志，不断地向生命中的一
个又一个高地发起冲锋。

左上图：采访时，记者特意给高家

善带来一把锃亮的军号。看到昔日的

“老伙计”，高家善激动地接过军号，再

一次吹响了冲锋号。 刘 海摄

“把胜利红旗插上无名高地主峰”
—记抗美援朝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高家善

■刘 海 本报记者 安普忠 特约记者 周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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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站着讲，因为这是给下一代
讲。”

2月 23日，“学党史、跟党走、做理
想信念传人——给‘00 后’讲讲共产
党暨百名‘五老’讲党史主题活动”在
上海市嘉定区外冈游击队纪念馆广场
启动。92 岁高龄的上海市新四军历
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阮武昌请工作人员
挪走了特意为他准备的椅子，坚持站
着讲述自己当年的战斗故事。这一幕
让现场来自上海大中小学的学生代表
深受感动。

据介绍，这项活动将组织包括新四
军老战士在内的一批老干部、老战士、
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走进校园，以校
外辅导员的身份参与大中小学的思想
政治教育，引导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

讲台上，阮武昌胸前的军功章熠
熠闪亮。军功章的背后，是这名老兵
光辉的战斗人生。1944年，阮武昌加
入新四军，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多次立功受奖。
阮武昌的深情讲述把现场听众带入枪
林弹雨的战斗岁月，革命先辈不屈不
挠、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深深感染了
在场的每一个人。
“在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候，在惊涛

骇浪面前，党的领导具有无坚不摧的
力量。”阮武昌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
要把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下
去，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才会越走越好。

“我们今天的幸福是从哪里来
的？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希望你们
认认真真读书，把身体锻炼好，能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100岁的新四军老战士顾海楼为学生
们发来了寄语视频。

活动现场，5位老同志获颁“校外
辅导员”聘书。他们表示，中国革命历
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自己有责任把党
的故事讲好讲活，让党的好传统好作
风代代相传。

复旦大学学生、“星火”党员志愿
者服务队队员方晢伊在现场聆听了几
位老同志的报告后说：“革命前辈的艰
苦奋斗造就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未来，我希望通过实地参观考察进一
步了解党史，传递青年的好声音。”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张晓宇介绍，研究会 1980 年成立以
来，很多老战士到各个单位讲革命传
统，讲新四军的战斗故事。“总书记的
回信让我们备受鼓舞，也给我们提出
了新的要求。今后我们要把宣讲工作
做得更细更扎实，引导青年一代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
懈奋斗。”张晓宇说。

下图：2月23日，阮武昌在活动现

场讲述新四军的抗日故事。

新华社发

“学党史、跟党走、做理想信念传人”主题活动在上海启动

讲好党的故事 激发奋进力量
■陆梓华 李华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