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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举贤、邱炎林父子的忠诚守护，

为红色标语的研究保留了重要资料。”

任芳坦言，自己是被邱家父子的事迹打

动，才下决心来这里做讲解员的，以后

要做罗湾老屋的第三代守护人。

“守护，在我看来，它的时间轴无限

长。是否会守护‘八一’一辈子？我想，

答案是肯定的。我愿意将这里的红色

血脉传承下去。”和任芳一样，林彦平也

是一名讲解员，她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工作已有 11 年。

11 年的光阴，林彦平记不清为多少

参观者讲解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故事。

时光飞逝，她也从一个初出校门的大学

生成长为一名红色文化的坚定传承人。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年轻的讲

解员们热情地表达着她们对红色文化

的热爱。

讲 解 员 甘 婧 说 ，她 大 学 一 毕 业 就

来到这里工作，一干就是 16 年，“这份

工作极具使命感，在弘扬红色文化、传

播红色精神的同时，也不断净化着自

己的心灵，我喜欢这份工作，这里有我

的青春。”

刚入职不到两年的讲解员周书欣

坦言，自己来这里是受母亲的影响。她

的母亲在八一起义纪念馆研究历史。

“母亲的研究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党史军

史。”入职后，她逐渐理解了母亲对守护

红色历史的执着。

“ 热 爱 是 一 种 力 量 ，需 要 持 续 传

递。现在，我的孩子在八一起义纪念馆

担任小小志愿者讲解员，还在读小学的

他能感受到这份工作的神圣。我和孩

子会一起将这种力量传递下去。”青年

讲解员刘畅说。

“江西省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

军队的诞生地，现有 2400 余处革命遗

迹旧址。新征程上，我们要用好红色资

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丰富的红色资

源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勇担使命，奋

勇前行。”江西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

邹铁平告诉记者，今年，他们深入挖掘

当地红色资源，采取视频采集的方式，

将红土地上的重要红色历史、革命烈士

事迹等，拍摄成 11 部红色党史微课，上

线播出后取得良好教育效果。

19 岁的易晋凡是江西科技师范大

学的学生，也是该校“红帽子宣讲团”的

成员。易晋凡经常向她的同学讲起家

乡于都以及曾祖父的故事。

易 晋 凡 的 曾 祖 父 是 一 名 老 红 军 ，

参 加 过 土 地 革 命 ，走 过 万 里 长 征 ，作

战 时 被 敌 机 炸 聋 右 耳 ，回 到 家 乡 后 ，

坚持向邻里乡亲宣传党的政策纲领。

“曾祖父生前常常讲起长征故事，

奶奶把曾祖父的故事讲给我听，我又把

这些故事讲给同学们听。”易晋凡说。

6 月 17 日，赣南师范大学 2019 级硕

士研究生薛芳，在江西高校学子中“火”

了。在《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竞答大会》

总决赛中，她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百名学子同台竞

技，最终取得了全国六强的优异成绩。

“我出生在江西，是听着红色故事

长大的，红色的种子早已植根于心田。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不仅要了解红

色历史、讲好红色故事，更要传承好红

色基因。”薛芳说，参加党史知识比赛，

最大的收获就是进一步坚定了信仰，奋

斗新时代的使命感更强了。

“ 毕 业 后 ，我 想 当 一 名 思 政 课 教

师，将我所知道的红色故事、红色文化

融入课堂，发挥好思政课立德树人、铸

魂 育 人 的 作 用 ，培 养 更 多 的 红 色 传

人。”薛芳说。

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在红色尽染

的赣鄱大地，众多的红色资源守护者正

在接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引导激励更多人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

懈奋斗。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红色基因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薪火相传。。在广袤的中华在广袤的中华

大地上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它们见证了党它们见证了党

带领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带领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是宝贵的精是宝贵的精

神财富神财富。。新时代新时代，，如何保护和利用好红色资如何保护和利用好红色资

源源，，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需要汇集各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需要汇集各

方力量方力量。。近年来近年来，，中央和各地相继出台中央和各地相继出台

一系列有关红色资源保护的政策法规一系列有关红色资源保护的政策法规，，

在完善红色资源保护体制在完善红色资源保护体制、、明确管理职明确管理职

责责、、强化保护责任强化保护责任、、加大开发利用等方加大开发利用等方

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其中其中，，引导引导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红色资源的管理保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红色资源的管理保

护和开发利用已成为普遍共识护和开发利用已成为普遍共识。。以江以江

西省吉安市为例西省吉安市为例，，20202020 年年，，该市出台该市出台《《吉吉

安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安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作为江作为江

西省首部保护红色文化遗存的地方性西省首部保护红色文化遗存的地方性

法规法规，，该条例明确了该条例明确了

公 众 参 与 红 色 资 源公 众 参 与 红 色 资 源

保 护 传 承 的 权 利 义保 护 传 承 的 权 利 义

务务，，鼓励社会各界开鼓励社会各界开

展 与 红 色 资 源 有 关展 与 红 色 资 源 有 关

的保护开发的保护开发、、学习教学习教

育育、、理论研究和宣传理论研究和宣传

普及等活动普及等活动。。

守护红色资源守护红色资源，，就是守护我们的精就是守护我们的精

神家园神家园，，既需要各级党委既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指导推政府的指导推

动动，，也需要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也需要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拓宽公众参与途径拓宽公众参与途径。。大力倡导社会大力倡导社会

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资助等方式参与资助等方式参与

红色资源守护红色资源守护；；全力支持文艺工作者全力支持文艺工作者、、文文

艺团体和演出经营单位围绕红色主题开艺团体和演出经营单位围绕红色主题开

展文艺作品创作展文艺作品创作、、举办红色文化展览举办红色文化展览、、展展

映和展播映和展播；；支持学术单位及民间研究团支持学术单位及民间研究团

体以研讨会体以研讨会、、论坛论坛、、展览展览、、演出等多种形演出等多种形

式式，，宣传弘扬红色文化宣传弘扬红色文化；；积极鼓励高校积极鼓励高校、、

企业等组织和个人立足资源条件企业等组织和个人立足资源条件，，开办开办

民办博物馆民办博物馆、、文化工作室等文化工作室等，，讲好红色故讲好红色故

事事，，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规范公众参与渠道规范公众参与渠道。。针对红色资针对红色资

源的民间保护源的民间保护、、社会参与等作出制度规社会参与等作出制度规

范范，，为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保护开通为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保护开通

““绿色通道绿色通道””，，吸引各方面人才参与保护吸引各方面人才参与保护

工作工作，，集众智集众智、、聚众力聚众力，，形成全社会保护形成全社会保护

合力合力。。依法规范红色资源民间保护工依法规范红色资源民间保护工

作作，，对刻画对刻画、、涂污涂污、、损坏红色资源以及不损坏红色资源以及不

当使用红色资源等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当使用红色资源等行为依法依规进行

惩处惩处，，确保民间守护确保民间守护““不走样不走样””。。

激发公众参与活力激发公众参与活力。。传承红色文传承红色文

化化 ，，基 础 在 人 民 群 众基 础 在 人 民 群 众 ，，主 体 是 人 民 群主 体 是 人 民 群

众众，，潜力也蕴藏于人民群众中潜力也蕴藏于人民群众中。。各级各级

党委党委 、、政府有关部门可推动成立红色政府有关部门可推动成立红色

资源保护利用统筹协调机构资源保护利用统筹协调机构，，会同有会同有

关部门通力协作关部门通力协作，，建立奖励机制建立奖励机制，，充分充分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红色资源守护的积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红色资源守护的积

极性极性。。同时同时，，注重发挥专家学者的智注重发挥专家学者的智

库作用库作用，，合理利用市场机制合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各类引导各类

社会团体社会团体 、、企业和个人有序参与红色企业和个人有序参与红色

资源的保护开发资源的保护开发，，实现社会效益与经实现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良性互动济效益良性互动。。建立健全守护红色建立健全守护红色

资源的志愿者队伍资源的志愿者队伍，，强化红色资源全强化红色资源全

民保护意识民保护意识，，引导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引导人民群众特别是广

大青少年大青少年，，自觉加入保护红色资源的自觉加入保护红色资源的

志愿者队伍志愿者队伍。。

历史川流不息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精神代代相传。。应应

该看到该看到，，红色资源保护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是开发和利用是

一项系统工程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

行动行动、、接续传承接续传承，，只有人人都自觉当好只有人人都自觉当好

红色资源的守护人红色资源的守护人，，红色基因才能代代红色基因才能代代

赓续赓续、、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集众智聚众力，守护精神家园
■郭冬明

图①：江西南昌八一广场。 夏一军摄

图②：谭翠兰整理她所收藏的红色藏品。 刘其龙摄

图③：宋火生向青少年讲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的故事。

朱晓峰摄

图④：邱炎林仔细维护罗湾老屋红军标语。 卢 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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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红色资源的平凡守护者走近红色资源的平凡守护者
——江西军地鼓励引导民间力量保护红色资源新闻调查江西军地鼓励引导民间力量保护红色资源新闻调查

■■韩 刚 乔志强韩 刚 乔志强 本报特约记者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郭冬明

写在前面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处处传颂着革命先烈可歌可泣

的英雄故事。为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

的故事，近年来，江西军地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保护红色资源的热情，

引导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让更多的红色资源成为传承红

色基因，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

场所，营造了全民共同守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良

好社会氛围。

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古玩城 3

楼，有一间独特的藏室，展架上陈列着

去除引信和装药的地雷以及历史照片、

书 籍 等 抗 战 时 期 的 各 类 文 物 1000 余

件。这间藏室是胡志杰个人创办的“抗

战纪念馆”。

“建 这 个 馆 ，我 的 想 法 很 简 单 ，就

是想让大家多了解一点抗战历史，看

到这些文物就能想起革命先烈在江西

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在

江西，有许多像胡志杰一样的红色资

源守护人，他们对这片红土地有着特

殊的感情。

开水泡饭，加点萝卜咸菜，这是 76

岁老人谭翠兰的日常一餐。谭翠兰老

人的家并不宽敞，50 余平方米的两居室

被红色家书、军功章、连环画等红色藏

品堆得满满当当。

“这 些 藏 品 都 是 省 钱 收 集 来 的 。”

家中一共有多少红色藏品，谭翠兰没

有详细统计过。二十多岁时，她到南

昌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一本

江西革命烈士名录。细细翻看一个个

英烈的名字后，她深受震撼：每一个名

字 背 后 都 有 一 段 可 歌 可 泣 的 英 雄 故

事，收集红色文物可以让更多人了解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在胡志杰和谭翠兰心里，每一件红

色文物都记录着一段红色历史，承载着

坚如磐石的信仰信念，彰显着历久弥新

的初心使命，收集保护好这些文物，付

出再多也值得。

和普通人投资搞收藏不同，在江西

许多红色资源守护人的眼中，红色文物

是神圣的，不能当作商品进行买卖，建

立红色展馆进行免费展览或把这些文

物捐赠给国家是他们的心愿。

6月29日，《百年回望 红心向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

览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开展，展出

的革命文物约 300 件（套），其中就有胡

志杰捐赠的 1956 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

程》、特制手雷等珍贵文物。

严帆是瑞金有名的红色文物爱好

者，收藏了 3000 余件红色文物，其中有

苏区时期的标语、文告、钱币等。为了

给红色文物找到好的归宿，多年来，他

一直向公立博物馆和纪念馆捐赠红色

文物。“希望这些文物能在更好的地方

得到保护和展示，发挥更大的作用。”

严帆说。

近 20 年来，江西民间收藏群体不

断壮大。2017 年，原江西省文化厅下发

《关于推动我省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实

施意见》，指导全省规范设立非国有博

物馆。

多年痴迷收藏红色文物的李定康，

个人藏品达 3 万余件，一直苦于没有合

适的空间展示藏品。2019 年 1 月，为方

便红色文物收藏展览，南昌市开办首个

“公助民办”展示馆。展馆建成后，李定

康高兴地告诉记者：“看到多年来收集

的文物能在条件这么好的地方展出，就

像自己的孩子有了好的归宿一样，特别

欣慰。”

在 江 西 省 相 关 政 策 支 持 下 ，胡 志

杰、严帆等红色藏品爱好者有了自己的

独特展馆。

“大仓村是毛泽东和袁文才的会见

地，这次会见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奠定了基础。我第一次来到大仓村，看

到大仓会见旧址破旧的样子，心情特别

沉重。”2015 年，初次来到大仓村驻村帮

扶的井冈山市人武部职工曾润州，将他

在大仓村的所见所闻写成民情日记上

报井冈山市人武部。

吸引企业出资修缮，协调力量打造

大仓讲习所等多个红色景点，编写《大

仓会见》红色培训教材并编排文艺节

目 ……井冈山军地通过引导民间力量

加入，将大仓会见旧址修缮一新，并将

其列为井冈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

为井冈山市红色培训教学点和红色旅

游景点。

“大仓会见旧址的保护利用，是引

导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保护的典型

案例。”江西省军区领导介绍，近年来，

江西军地联合出台《关于运用红色资源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意见》等文件，统

筹部署江西省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 3

年行动计划，鼓励引导更多企业和个人

参与红色资源的守护，推动红色资源开

发利用。

“ 在 红 色 资 源 保 护 工 作 中 引 进 民

间力量，鼓励民间红色收藏与民办博

物馆发展，使得红色资源保护工作有

了 新 的 突 破 。”江 西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民 间 力 量 的 广 泛 参

与 ，特 别 是 民 办 博 物 馆 的 兴 起 ，使 国

有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的馆藏内容得

到补充，弥补了因条件所限无法对所

有 文 物 和 文 化 遗 产 进 行 妥 善 保 护 的

缺憾。

“让更多人了解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我们要有饭吃有衣穿，只有实行

土地革命；我们要谋解放，只有加入共

产党……”历经 80 多年风雨，红军当年

在江西省铜鼓县罗湾老屋留下的红色

标语依旧清晰可见。这得益于邱举贤、

邱炎林父子两代人的忠诚守护。

每到周末，任芳都会准时来到罗湾

老屋，与 82岁的邱炎林老人将屋里屋外

打扫干净，把红色标语仔细检查一遍。

“邱老伯已在这里守了 71年。”任芳

是罗湾老屋的义务讲解员。她告诉记

者，这些标语是 1932年红军在此驻扎时

留下的。红军转移后，铜鼓县笼罩在国

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村里凡

是“藏红”“纳红”者，都会被杀头。那些

留下来的红军标语一旦被发现，不仅会

被立即毁坏，全村村民还会有杀身之祸。

为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标语，邱炎林

的父亲邱举贤尝试了很多方法。最终，

他把代代相传的族谱一页页地撕下来

贴在墙上，用以遮盖红军留下的标语。

罗湾老屋的 26 条红色标语就这样冒着

杀头风险保存了下来。

“这些标语是红军当年为我们穷苦

百姓打天下留下来的，一定要保护好。”

1950 年，邱举贤老人在弥留之际将红

色标语托付给儿子邱炎林守护。

时至今日，这些标语已度过了 89

个春秋，罗湾老屋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前

的样子。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旧址是湘鄂赣革

命斗争的历史见证。这里曾是湘鄂赣苏

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距罗

湾老屋约70公里的万载县仙源村，宋火生

耐心地为游客讲述旧址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为了能就近守护，退

伍老兵宋火生来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旧

址旁住下。

“好好的家不住，非要跑到这里守

着，这不是找罪受吗？”看着眼前破旧的

老房子，宋火生的妻子刚开始很不理

解。后来，在宋火生的坚持下，夫妻两人

在遗址旁的屋子一住就是好多年。

宋火生靠打零工维持家里生计，日

子过得清苦。有人劝他外出赚钱，他不

为所动。2007 年，宋火生的妻子患重

病，不幸去世。

“和你一起守了二十多年，以后不

能陪你了。”妻子走后，宋火生一人继续

坚守。

近些年，江西军地大力推进红色资

源管理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联合开展

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对全省红色旅游布

局及红色教育阵地进行统筹规划，一大

批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和历史价值的红

色资源得到保护。

2006 年，万载县湘鄂赣革命根据

地旧址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名单，后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名录》，旧址的人气越来越旺，宋火

生变得更忙碌了。他说：“旧址已成为

像家一样重要的地方，我一辈子都要守

护好这些红色文物。”

2020 年，江西军地组织文物保护

专家来到罗湾老屋对红色标语进行评

审定级。文物保护专家对标语的保存

情 况 给 予 高 度 评 价 。 26 条 红 色 标 语

中，有 15 条被评定为一类红色标语、8

条被评定为二类红色标语。邱炎林得

知后，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辈子都要守护好这些红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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