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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我

来到北京香山，瞻仰那处在党的历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的红色印记——香山脚

下那几座看似不起眼的院落，曾经是中

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的第一站，也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

入城市的第一站。2019 年国庆前夕，

修缮复原的香山革命旧址以及新建的

香山革命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夏日的香山，游人如织。我沿着香

山南麓蜿蜒的青石小道，缓步上行。山

泉滴沥，鸟鸣阵阵，苍松翠柏间一组中

式院落建筑群映入眼帘。修缮一新的

双清别墅，东侧几十米远的来青轩，周

边错落的思亲舍、丽瞩楼等，共同构成

了香山革命旧址。在毛泽东同志曾经

居住过的双清别墅内，办公室、会客厅、

卧室等陈设一如当年原样：桌上的钢笔

和报纸、床上的书籍、墙上的《中国解放

区现势图》，无一不向参观者讲述着 70

多年前的那段历史。

在这里，我似乎掀开了历史的一

角，找到了读懂北京、走近伟人的一个

切入点。1949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

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毛泽东

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

“赶考”去。周恩来回答，我们应当都能

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

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

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早在延安整风

期间，毛泽东就曾向全党推荐郭沫若所

著《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看农民起义

领袖李自成是如何因骄致败的。毛泽东

对封建王朝、农民政权跳不出颓败的历

史周期律，保持着高度警惕。

这 种 警 惕 ，从 毛 泽 东 1949 年 3 月

25 日住进双清别墅第一夜的一段小插

曲就能看出端倪。那天夜里，毛泽东刚

刚躺下，就叫来值班警卫。原来他睡惯

了木板床，躺在软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他让警卫把床垫抬到堂屋，自己躺在木

板床上，才渐渐安睡。

到了北平，按说比转战陕北时的生

活条件好多了，但毛泽东依然穿着朴

素。毛泽东卧室的衣架上，挂着他的一

件中山装、一条衬裤。我不由得想起之

前曾看到的一个有关补丁的故事。一

天，毛泽东去北平饭店会见张澜，事先

嘱咐警卫员李银桥：张澜先生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

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

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但

是，李银桥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

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心里很

不是滋味，便说：“主席，咱们是穷秀才

进京赶考，连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

则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

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

会考出好成绩。

从 1949 年 3 月 25 日到 9 月 21 日，

毛 泽 东 在 双 清 别 墅 一 共 居 住 了 181

天。在这个“第一考场”，他无疑交出了

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据不完全统

计,毛泽东在香山期间，起草了 179 封电

报，主持和出席重要会议 13 次，撰写重

要文章、社论、新闻稿及声明 21 篇，会

见各界人士 48 人次以上。在双清别墅

里，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前线将士打过

长江去，彻底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

治。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朱德联

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

军的命令》，吹响了渡江战役的号角，人

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跨过了长

江，直捣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南

京。从渡江战役开始到人民解放军占

领南京的消息传来，毛泽东三天里只吃

了三顿饭、睡了两个多小时的觉。“钟山

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

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

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

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当时，毛泽东

在双清别墅挥毫写下了这首气势磅礴

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双清别墅庭院中央有一方静谧的

池塘。我坐在池塘旁边的六角凉亭下，

回味这里一砖一瓦上凝固的历史，思绪

万千。这时，一位老者手拿报纸坐于凉

亭下，让人忽然有种时空交错的幻觉。

1949 年 4 月 24 日上午，毛泽东起床后

来到凉亭，也是手持报纸，坐于凉亭下

阅读《人民日报》报道人民解放军占领

南京的“号外”。摄影师徐肖冰赶忙拍

下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毛泽东

站起身说：“解放南京了，不要我一个人

高兴，大家都该高兴嘛！来，照相也要

一起照。”说完，毛泽东又同工作人员合

了一张影。

随着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召开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成为举

世瞩目、箭在弦上的大事。1949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走出香山，到中南海参加

新政协筹备会并发表讲话。讲话里，他

预言了一个新中国：中国人民将会看

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

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

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

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

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

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事实上，当南方战场捷报频传之

时，在香山脚下的那几座院落中，一张

新中国的蓝图就已跃然纸上。在这里，

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共同

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通过

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

国体和政体，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人民民

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理论基

础和政策基础。他会见了大量的民主

人士，和他们推心置腹、促膝交谈，倾听

国策、共商国是，酝酿开国大典上的各

项大事。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国徽设

计均在此处最终敲定。

1949 年 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

堂召开，毛泽东也于当日从香山双清别

墅正式搬入中南海办公，之后中共中央

各部门陆续搬离香山。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典礼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军乐

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乐声中，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电钮，广场

旗杆上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28

响礼炮响彻云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国诞生

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传向世界各地。

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古老

的北京焕发出新的光彩。

70 多年前，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

驻香山，让其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70 多年后的今

天，人们在这里回顾“为新中国奠基”的

历史伟业，重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初

心、壮志情怀和宗旨意识。中共中央在

北京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里是

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

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

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

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

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香山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

的首站。这场“考试”至今还没有结束，

“赶考”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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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沙洲坝，阳光灿烂。“一口红

水井，承载一段情，心系群众里，精神永

长青。”武警江西总队“星火传播小分

队”队员王红红，正在某中队学习室内

讲述那口“红井”的故事。

4 年来，像这样的宣讲遍及赣鄱大

地，“星火传播小分队”坚持巡演巡讲党

史军史，把红色火种播撒四方。

一

“星火传播小分队”是武警江西总

队抽调基层文艺骨干组成的一个宣讲

团队。小分队队员个个一专多能，既能

演出主持，又能宣讲故事。

队员王红红说，一开始宣讲党史故

事时，她是从红色书籍里选取合适的故

事，把经典论述嵌入进去，再根据当下

实际进行主题升华，虽然反响不错，但

总感觉自己的讲述缺乏灵动。她把这

种感受与其他队员分享后，小分队及时

开展反思讨论。小分队负责人范晶晶

说：“大家达成了共识，党史宣讲要真正

入脑入心，除了所选题材要有很强的故

事性外，还要把握故事中人物情感和人

物的性格特点。我们不能光干巴巴地

讲，还要学会为教育注入源头活水，用

细节讲好红色故事。”

为了达成“为教育注入源头活水”

的 目 标 ，让 观 众 听 完 宣 讲 后 脑 中 有 画

面、心里有感触，小分队队员们开始了

加班强训，全身心投入到新一轮党史宣

讲节目的创作和排练中。他们充分发

挥个人特长，为党史军史宣讲提供丰富

多彩的呈现方式。在歌舞表演《小井红

云》里，队员用悲壮的歌声和动情的舞

蹈，让观众感受到卫生员和伤病员艰苦

奋斗、顽强不屈的精神。情景朗诵表演

《红色两地书》中，小分队声情并茂地歌

颂处于敌军包围、缺食少粮困境中依然

坚持革命斗争的英雄陈毅安。朗诵《可

爱的中国》中，小分队以恢宏的伴奏和

深情的语调，淋漓尽致地展现方志敏烈

士的不屈和伟大……

“ 接 地 气 、鼓 士 气 ；有 高 度 、有 温

度”，听完宣讲的官兵这样评价道。

二

选场地、拉横幅、搬设备、调音响、试

线路……“星火传播小分队”的大巴到达

官兵驻地后，一座临时“舞台”很快搭建

完毕。又一场宣讲要开始了。

4年来，“星火传播小分队”秉承为兵

服务的质朴初心，坚持官兵在哪，宣讲的

舞台就搭在哪，一切从官兵需要出发。

去年 6 月，江西境内连降暴雨，防汛

形势十分严峻。小分队队员将党史军

史巡演巡讲及时送到抗洪抢险一线，用

温 情 、励 志 的 文 艺 节 目 给 官 兵 带 来 力

量。在短短 3 天的巡演时间里，队员们

结合当地红色资源、任务部队抗洪感人

事迹与先进典型事迹，一路取材，一路

编 排 ，真 正 做 到“ 部 队 不 动 ，舞 台 前

送”。小分队队员们各显神通，融汇小

品、舞蹈串烧、魔术表演、歌曲演唱等多

种演出形式，将真实故事与情感融入舞

台。一场场感人至深的表演，既引发官

兵共鸣，也缓解了他们的疲惫。

今年正值建党百年，小分队积极创

新宣讲方式，深入基层一线，以微课解

读、宣讲辅导、讨论交流等方式，为官兵

重点讲解党史军史。他们结合驻地红

色资源，紧扣官兵关注的疑点、难点、热

点问题，强化党史宣讲服务的针对性。

在今年上半年巡演巡讲中，小分队以庆

祝建党 100 周年为主题精心编排节目，

为基层官兵呈现一场场历史与现实交

融的演出，广受部队好评。

三

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

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星火传

播小分队”一直致力于将党史军史改编

成歌曲、舞蹈、情景表演等艺术形式，在

重要的历史纪念节点巡演宣传，起到了

弘 扬 我 党 我 军 光 荣 传 统 的 良 好 效 果 。

2018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小分队专门

宣讲了《邓小平的南巡足迹》，让官兵深

入了解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之际，小分队从“开国大典上的

飞机”故事切入，讲述了在党的带领下，

新中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取得的巨大

成就。去年，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小分队又专门

宣讲《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长津湖》等

故事，用战斗文化激荡官兵血性豪气。

江西是红色革命的摇篮，孕育了众

多英雄儿女。“星火传播小分队”将八一

南昌起义、三湾改编等发生在江西的党

和军队重大历史事件写进宣讲计划里，

用灵活生动的表演，艺术演绎这片土地

的荣光。他们以八一南昌起义为题材，

创作了《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城头的

枪声》《破晓的曙光》等歌舞表演节目。

为颂扬井冈山精神，他们创排了情景表

演《会师歌》《十送红军》《八角楼的灯

光》《西江月·井冈山》《连心桥》等数个

节目。“自从红军来了，我才看到天了；

自从你们来了，吃饱了舒服呀；自从你

们来了，我才知道，才知道不被欺负真

好啊……”《连心桥》里红军与百姓的鱼

水 情 深 让 人 为 之 落 泪 ，感 动 了 众 多 官

兵，并荣获 2020 年武警部队“兵写兵，兵

演兵”文艺创演戏剧小品类一等奖。

“一个英明的主张，来自一个叫三

湾的地方，一个不朽的真理，引出了胜

利和希望……”去年，小分队队员汪志

宏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

道《军营大拜年》节目录制，主动请缨来

到三湾，在三湾改编纪念馆前的枫树坪

为驻守在那里的战友带来一首《一个英

明的主张》。简单质朴的演出，将历史

故事化为流淌的旋律，触动听众心灵。

汪志宏坦言，在编排节目时他曾想过很

多创意，但经过和队员们讨论，最终还

是决定用朴素的方式呈现，以致敬那段

清贫素净却光辉灿烂的岁月。

四

小 分 队 队 员 们 说 ，通 过 每 次 演 出

“唤醒记忆，打下烙印，播撒火种，凝聚

力量”，将从红色故事中汲取的力量传

递给更多的人，是他们一直以来坚持的

方向和最大的愿望。4 年来，从南昌起

义纪念碑到于都河畔大渡口，从旧址群

到烈士陵园，小分队的足迹遍布赣鄱大

地，范围遍及该总队所属的各个中队，

观众中既有部队官兵，也有人民群众。

这几年，“星火传播小分队”还多次

到总队扶贫点巡演巡讲。他们深入扶贫

村，为人民群众宣讲国家政策法规；走进

学校课堂，为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在

这些巡演巡讲中，队员梁伟印象最深的

是在赣县大坳小学的演出。偏僻的山村

里，舞台就是一块平地，演出再简单不

过，但孩子们明亮的眼睛里满溢对文化

的渴望，让队员们深受感动。梁伟说：

“那次演出，我和战友们满腔热忱、真情

投入。尽管演出是在寒风中进行，但大

家心中都很温暖。”

对“星火传播小分队”而言，舞台即

台阶，每一次登台都意味着成长。他们

用一场场巡演巡讲诠释着文艺轻骑队的

战斗气息，更探索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创

新模式。小故事蕴含大道理，小角色反

映大担当。他们将继续带着传播红色星

火的光荣使命，不断前行。

武警江西总队“星火传播小分队”坚持巡演巡讲党史军史—

闪烁在红土地上的星火
■万立恒 本报特约记者 曹先训

一幅幅画面仿佛从遥远的时空飞

来 ，唤 起 人 们 对 历 史 的 记 忆 。 6 月 上

旬，北京卫戍区丰台第二离职干部休养

所举办经典电影海报展，献礼党的百年

华诞。

这次展览共展出 138 幅电影海报，

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为脉络，根据

影 片 内 容 分 为 红 军 时 期 、抗 日 战 争 时

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抗

美援朝战争时期等历史阶段，用独特的

艺术表现形式，再现光影记录下的党的

重大历史事件。

艺术源于生活，电影记录时代。每

一张海报背后都承载着一个充满时代

感的故事，展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电影海报《四渡赤水》以赤水河为背景，

展现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军奋勇向前

的精神面貌，恢宏的大场面和细节元素

有机融合，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海报《党的女儿》，主人公玉梅占据整个

画面中心，坚毅的眼神中透露出对党的

无限忠诚；海报《万水千山》，画面中洁

白的雪山、坚定向前的红军队伍，颜色

对比鲜明，充分展现革命先烈的英雄气

概。

海报提供者、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某

室主任董兴喜介绍，《闪闪的红星》《野

火春风斗古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黑山阻击战》《英雄虎胆》《雷锋》等电

影的名字，大家耳熟能详，但其海报比

较少见，特别是《海上南泥湾》《英雄战

胜北大荒》等纪录片的海报，很多主创

人员都没见过。塑造了诸多经典荧幕

形象的著名电影演员、老艺术家张勇手

在参观后说：“自己当了一辈子兵，演了

一辈子兵，可每每听到八一电影制片厂

的片头曲，还是有一种兴奋感。”参与多

部影片拍摄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原故事

片室摄影师韦林玉多次来看展览。他

说：“这是一种感情驱使。看看自己走

过的路，回忆年轻岁月，有一种满足感，

觉得自己为军队电影事业做了一些工

作；也有一些亏欠感，觉得自己做得还

很不够。”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女编导李

娴娟说：“因为经历过那个激情燃烧的

岁月，现在我看到这些电影海报，想起

以往的经历，总是忍不住流下眼泪。”

这 138 幅电影海报不仅是我党百年

奋斗历史的艺术见证，也是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载体。一代代

人看着红色影片成长，不断受到红色文

化的滋养和熏陶，也从中汲取前行的力

量。走过一幅幅充满生命力、闪烁历史

光芒的海报，记者仿佛在光与影的交织

中穿越时空隧道，触摸到殷实厚重的历

史……

电影海报中的流金岁月
■本报记者 贺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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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星火传播小分队”深入基层一线宣讲党史军史。图为他们来到某中队，为官兵带来节目《小井红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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