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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是面孔
感触的是心灵

“红肩章”的红色追寻（之二）

【人物名片】李帆帆，武警山西总队

长治支队中士，支队“红色蒲公英”理论

小分队成员。

“在这 4 年里，奶娘践行诺言，无私

奉献。小白桦吃着奶娘的奶水，而比他

大 7 个月、奶娘的亲骨肉却喝着玉米面

糊糊……”在位于武乡县的八路军太行

纪念馆，中士李帆帆声情并茂地向新兵

讲 述“ 太 行 奶 娘 高 焕 莲 ”的 感 人 故 事 。

这样的迎新兵第一课，李帆帆已经讲了

4 年。

长治市武乡县坐落在太行山西麓，被

誉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抗

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

家在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抗战足迹留存于斯，太行精神根植

于此。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入伍 7 年

来，李帆帆不断追寻着八路军的抗战足

迹，寻找“中流砥柱”的胜利密码。

李帆帆在入伍之初，就听说中队驻

地红色资源丰沃。一次八路军太行纪念

馆参观之行，让他产生了担任红色讲解

员的想法。

伫立在左权将军汉白玉雕像前，李

帆帆心中肃然起敬。耳边传来讲解员的

讲解声：“1937 年 12 月 3 日，左权写给母

亲一封家书，信中写道：母亲，日寇不仅

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

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

归队后，李帆帆在交流分享会上谈

道：“今天，听完讲解员的讲解，左权将军

的形象一下子在我眼前生动鲜活起来。

行行家书令人动容，这就是共产党人的

信仰，这就是太行精神的力量……”随

后，他表露了想当纪念馆义务讲解员的

想法，并得到指导员的支持。

武乡被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抗战

博物馆”，全县境内有八路军总司令部旧

址、关家垴歼灭战遗址等 70 余处革命旧

址和红色文物，可谓“举步皆是八路军文

化，处处展现根据地特色”。半年多时间

里，李帆帆一边阅读抗战书籍，一边寻访

各处革命旧址。渐渐地，他感觉书本上

那一个个战斗故事和革命英雄人物，都

鲜活起来，自己仿佛也走进了那段峥嵘

岁月。

第一次到纪念馆讲解，李帆帆依旧

选择了左权将军的故事。“这张全家福是

抗日名将左权和妻子刘志兰、女儿左太

北在八路军总部驻地的合影，这时左太

北 刚 刚 出 生 3 个 月 。 父 亲 为 了 参 加 革

命，毅然把她和母亲送去延安……”站在

一幅幅照片前，李帆帆声音时而铿锵，时

而低沉，共产党人的信仰、青春、生命，通

过他的讲解，冒着热气走进参观者心中。

“咱们的战士讲得太好了，军人讲军

史、战史，更有硝烟味！”纪念馆讲解员田

悦慧夸赞道。

如今，李帆帆主动请缨担任支队“红

色蒲公英”理论服务小分队成员。在他

的带动下，支队里又有 10 余名战士加入

讲解员队伍。

玫瑰色的朝霞染亮天空，通往纪念馆

的道路掩映在一片碧绿浓荫中。“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

太行山上……”《在太行山上》的熟悉旋律

萦绕在耳边，李帆帆感觉心中突然生出一

股力量。这股力量，温暖而又坚定，一直

推动着他步履不停，奋力前行。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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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谢玉，武警贵州总队遵

义支队下士，总队“红色故事优秀讲解

员”，获评优秀士官、“四有”优秀士兵。

眼前的谢玉，皮肤略显黝黑，目光

明亮，嗓音浑厚有力。“我是来自武警遵

义支队的义务宣讲员，今天是我第一次

进行宣讲，讲得不好之处，希望大家批

评指正！”说罢，他向参观者敬了一个标

准的军礼。

在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

结构二层小楼前，谢玉娓娓道来：“86 年

前，一场关乎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会议

在这里召开……”谢玉面带微笑，恰到

好处的手势，配合着清晰流畅的讲解，

赢得了大家认可。

2016 年 9 月 ，带 着 从 军 报 国 的 梦

想 ，谢 玉 携 笔 从 戎 ，来 到 红 色 名 城 遵

义。新训期间，凭借着沉稳浑厚的嗓

音，谢玉被选为“军营广播”的播音员。

本想在新岗位上好好露一手，可是

直到开播前一天，他仍没有选定广播稿

的主题。那是个周日的下午，谢玉坐在

桌前冥思苦想，不觉间太阳已落山。他

缓步走到窗边，只见远处群山奔涌起伏，

如同大海中被定格的波涛，落日的余晖

将云海染上了或金黄或橙红的霞光。

蓦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几个字

涌入谢玉脑海中，娄山关战斗的景象渐渐

浮现在眼前。

“对呀！我们这里除了遵义会议、

娄山关战斗，还有数不胜数的红色故

事，这不就是最好的主题吗？”想到这

里，谢玉赶紧查找资料，忙碌起来。

强渡乌江、鏖战娄山关、二占遵义、

四渡赤水……新训期间，谢玉将红军转

战遵义的完整脉络用广播的形式呈现给

全体新战友。在播音员这个岗位上，他

蹒跚地迈出了“讲红色故事”的第一步。

2018 年，谢玉选取士官，并成为遵

义会议纪念馆的义务宣讲员。此后，每

年新兵到会址参观见学，谢玉都会站在

队列前为大家介绍遵义会议的历史。

伴随着激昂的解说，他肩头的红色肩章

仿佛化作一团跳动的火焰……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一张张承载历

史的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文物、一段

段触动人心的故事，无声地诉说着中国

共产党人实事求是闯新路、独立自主开

新局的艰难跋涉。在这里，历史与现实

交汇，让谢玉更加深刻地感悟到，在党的

百年光辉历程中，处处镌刻着革命理想

高于天、越是艰难越向前的精神烙印。

前段时间，支队组织“红色研学之旅”

活动，将党史学习教育课堂搬进红色场馆

和战斗遗址。经过近 3年成长锻炼的谢

玉，当之无愧成为研学活动的主讲人。

研学之旅第二讲，支队官兵走进娄

山关。巍峨的大娄山上，谢玉看着远处

苍茫的群山，思绪被拽回新训期间的那

个傍晚。恍惚间，他仿佛看到了那个正

在紧张整理广播稿的年轻士兵……

望着面前一双双满含期待的眼睛，

谢玉回过神来，整理思绪，开口说道：“大

家好！我是支队红色宣讲员谢玉。今

天，我们来到娄山关，娄山关战斗是在

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

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跳动的火焰
■丁 乙

【人物名片】杨小犇，武警湖南总队

娄底支队上等兵，获评“四有”优秀士兵。

“大哥哥，为什么称蔡和森一家是

‘革命家庭’呀？”“蔡和森是怎么走上革

命道路的呀？”……

湖南双峰蔡和森纪念馆内，杨小犇

刚结束一场讲解，学生们就把他团团围

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迫不及待地向眼

前的武警哥哥提问。杨小犇擦了擦额头

上的汗，耐心地一一解答。

1 米 8 的个头，匀称的身材，无论何

时都把腰杆挺得笔直，即使不穿军装，杨

小犇都有一种典型的军人气质。

“近两万字的讲解词，能在短时间

内讲得这么流畅，他是我见过最努力的

讲解员。”提起杨小犇，馆长尹晓奔赞不

绝口，“杨小犇是我们馆里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

大二那年，杨小犇带着军旅梦想来

到部队。新训结束，他被分到距离市区

较远的双峰中队，看着颇有年代感的营

房，他心里顿时有些泄气。

有一次，中队指导员问起他的军旅

目标，他直言不讳：“当两年就退伍，回去

继续上学。”

新兵下队第一课，中队组织他们到

离营区不远的蔡和森纪念馆参观见学。

在那里，杨小犇第一次听到革命先驱蔡

和森的故事。

塞纳河畔，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

信中，提出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

党”的主张。对于蔡和森阐述的这些主

张，毛泽东认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

字不赞同”。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初心在艰难

摸索中萌发。两位湖湘青年怀着一腔热

血豪气，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是什么让这个热血青年毅然踏上

革命道路？又是什么让他敢为人先站到

了时代前沿？”杨小犇被蔡和森身上的革

命精神深深吸引。回味那段初心岁月，

他的内心泛起层层涟漪，许久平静不下

来……

正逢支队要培养首批“红肩章”讲解

员，杨小犇便毫不犹豫报了名。查阅资

料、背记讲解词、向地方讲解员请教、试

讲……1 个月后，他就熟练掌握了讲解

词，正式走上讲解员岗位。

建党百年之际，杨小犇的讲解频次

更 高 了 。 为 强 化 讲 解 效 果 ，他 提 炼 了

“‘向蔡同盟’的浪漫”“四张特殊的党费

缴纳单”等 10 余个精彩故事。在一本本

排列整齐的法文书籍前，他给大家讲述

蔡和森勤工俭学的故事；在蔡和森创办

的《向导》周报前，他讲述蔡和森废寝忘

食办报的故事……每转换一个场景，就

有一个精彩的故事。

“ 常 讲 常 新 才 能 让 讲 解 更 加 吸 引

人。”今年以来，杨小犇不仅在蔡和森纪

念馆讲解蔡和森事迹，还在蔡和森故居

的“初心讲堂”上宣讲党的创新理论。

由于理论功底扎实，军事素质过硬，

今 年 4 月 ，杨 小 犇 被 中 队 任 命 为 副 班

长。“在讲解先驱的故事中，我找到了自

己的军旅价值。”杨小犇说，“我已经向中

队提交了留队申请，在先驱故里，我们更

要当好先驱传人！”

故事之外的成长
■熊湘平 张根深

摄 影：黄 超 张根深

闫尚松 肖 静

图片制作：孙 鑫

【人物名片】陈彦航，武警兵团总队

执勤第五支队上士，荣立三等功 2 次，获

评优秀士官 3 次。

“ 白 了 头 发 、弯 了 脊 梁 ，奉 献 了 青

春、挥洒了汗水，她们是绽放在戈壁里

的伟大母亲……”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红色教育基地——第 126 团“戈壁母亲”

展览馆内，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

上士陈彦航面对镜头，深情讲述着第一

代“军垦母亲”屯垦戍边的故事——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内地数万名

女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

建设和保卫新疆。从此，她们和其他兵

团人一样，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在戈壁

荒滩里建起一座座绿洲。她们如同一

江春水，注入千里戈壁，哺育了军垦事

业，人们亲切地称她们为“戈壁母亲”。

今年年初，支队要组建“红肩章”宣

讲小分队。陈彦航在选拔赛中以总成

绩第一名通过考核，正式上岗。

“陈教员，下次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我们对这

段历史不太了解。”一次党史宣讲课上，

战士们向陈彦航发问。

这一问，让陈彦航陷入沉思，怎样

才能讲好兵团历史？“兵团精神”又该如

何理解？

指导员告诉他，要想了解老一辈兵

团人的奋斗故事，兵团第 7 师第 126 团

的“戈壁母亲”展览馆是个不错的地方，

那里保存了老兵团人曾经住过的地窝

子以及使用过的劳动工具等。但展览

馆离各中队都较远，很难统一组织官兵

去现地参观。

“去不了现场，那就让我来当主播，

带大家一起参观。”陈彦航与支队宣传

干事一合计，决定去展馆进行一场现场

直播。

“原来地窝子是这样的！”“兵团前辈

们为了建设新疆、保卫新疆，付出太多太

多！”“这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直

播中，陈彦航盯着屏幕上一条条弹幕，真

切感受到这种人人皆可参与的线上互

动，远比“你讲我听”的传统方式更有

效。支队政委安会永夸赞道：“陈彦航这

小伙儿很有灵性，讲起课来很生动。”

其实，如今在镜头前挥洒自如的陈

彦航原本沉默少言。新兵下队时，他曾

因不适应中队的艰苦环境，闷闷不乐了

好一阵子。

“苦地方、累地方，就是建功立业的

好地方。”看到陈彦航情绪低落，班长向

他讲起老一辈兵团人为国屯垦戍边的

故事，用“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鼓励

他扎根军营、建设边疆。

第一次演讲、第一次组织训练、第

一次主持联欢晚会……陈彦航重整旗

鼓，不断突破自己，不仅成长为一名优

秀班长，还成为总队文艺轻骑队骨干和

支队多才多艺的“小明星”。

表演节目、主持晚会、剪辑视频、导

演并参演微电影……入伍 9 年来，陈彦

航先后获得全军、武警部队微电影大赛

多个奖项，并被评为支队优秀“四会”政

治教员、新闻舆论先进个人，还取得后

勤专业兵比武第二名……这一路，陈彦

航收获满满。

“我不是‘明星’，只是一个努力追

梦的战士。”每当别人夸赞他时，陈彦航

反而腼腆起来。

“ 用 情 景 剧 讲 党 史 肯 定 很 受 欢

迎 ……”现在，爱动脑筋的陈彦航又开

始琢磨着创作党史情景剧，希望为官兵

奉献一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节目。

宣讲党的光辉历史，做坚守信仰的

“追光者”。军旅路上，陈彦航始终昂首

前行。

戈壁逐光
■黄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