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时节，位于江西省修水县的秋

收起义修水纪念馆游人如织，炙热的高

温挡不住游客参观的脚步。怀着崇敬

之情，我又一次来到这里，透过 1∶1 复

制的第一面军旗，回望 95 年前的烽火

岁月。

1927 年 9 月初，工农革命军第一

军第一师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

三、参谋处处长陈树华 3 人在修水会

馆设计出工农革命军军旗，现场指导

三 四 十 位 裁 缝 师 傅 和 针 线 工 制 作 出

100 面军旗……

我的曾祖父祝东海是裁缝师傅中

的一员，他是我心中的英雄。曾祖父

是 党 在 修 水 县 发 展 的 第 一 批 党 员 。

修 水 县 党 组 织 要 在 修 水 会 馆 附 近 秘

密赶制军旗，联系在会馆旁经营裁缝

铺 的 曾 祖 父 后 ，他 毅 然 接 下 这 个 任

务。

因为制作军旗，曾祖父被国民党抓

捕，献出宝贵生命。祖父不止一次勉励

我们：要像曾祖父那样舍小家为大家，

多为国家作贡献。

见证第一面军旗的诞生，成为我们

家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结婚后，我放

弃稳定的工作，跟随丈夫到军工厂工

作，后来又辗转武汉经营裁缝店，到上

海一所高校工作。

一直以来，曾祖父的故事在我脑中

挥之不去，我和丈夫约定：要讲好第一

面军旗的故事，传承革命精神。

2012 年退休后，我和丈夫回到第

一面军旗升起的红色故土，加入红色志

愿讲解队伍。我前往学校、社区、企事

业单位，义务为学生、群众宣讲革命故

事，利用新媒体平台讲述秋收起义历

史、第一面军旗背后的故事……

前不久，在修水县义宁小学甘特

吾班讲课时，为了让小朋友更加深刻

地了解这面军旗，我把曾祖父参与制

作的旗帜复制品拿给他们看，和他们

分享镰刀、斧头、五角星标志的含义，

并告诉他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先辈

们用鲜血换来的，要珍惜当下，像革命

志 士 那 样 ，朝 着 旗 帜 指 引 的 方 向 前

进。”

2020年，我被修水县人武部聘为国

防教育兼职讲解员。上个月，县人武部

举行“军旗那样红”开放式访谈教育，我

作为受邀嘉宾，就如何更好弘扬秋收起

义精神与民兵骨干交流互动，大家纷纷

表示要让秋收起义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更

加耀眼的光芒。

薪火永相传，擎旗有后人。近年

来，赣北大地组建 200 余支秋收起义志

愿服务队，在官兵、青少年等群体中常

态组织开展重走秋收起义路线等活动，

红色旗帜在代代相传中愈发鲜艳。

（林小强、华 情、本 报 特 约 记 者

郭冬明整理）

擎旗自有后来人
■祝 萍

临近“八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中

山路 380 号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游

人如织。

“小智，南昌起义的枪声哪一年打

响？”看到党建人工智能机器人，前来参

观的游客停下脚步与之互动。

彭九南、陈玉昆、陈叶珍……南昌

八一起义纪念馆二楼展厅，两面大理石

墙面镌刻着南昌八一起义参加者名录，

无声讲述着军旗升起的故事。

“从 1956 年纪念馆筹建以来，寻找

南昌起义参加者，是一代代纪念馆工作

人员坚持做的事。”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馆长王小玲介绍，史料征集工作难度

较大，直到去年底共寻找到起义参加者

1066 人。“我们会把寻访工作一直做下

去。”王小玲说。

一砖一瓦皆是史，一草一木总关

情。这片革命热土拥有众多弥足珍贵

的纪念设施、史料文物等红色印记。近

年来，江西军地合力推进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工作，军地一体联动，创新抢救保

护方法，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在爱国主义

教育、国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下大力

气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英 雄 虽 已 远 去 ，革 命 精 神 永 存 。

江西省军区领导介绍，江西军地先后

联合出台《关于运用红色资源开展全

民国防教育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

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国防教育工作的意

见》等文件，建立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

究中心，设立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推

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资源大数

据库建设，让红色成为江西最亮丽的

底色和名片。

今年春节刚过，江西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带着 15 个厅局领导，来到江

西省军区机关，围绕军用土地整合、老

干部住房难题等事关驻赣部队战斗力

提升的 12 个难题，与驻赣部队代表一

道，列出时间表、路线图，以“挂账销号”

方式逐个拿出应对之策。

“对事关部队战斗力的问题，地方

各 级 要 特 事 特 办 ，急 事 急 办 ，办 就 办

好。”会上，地方领导的话掷地有声。

近年来，江西省委、省政府坚持把

关 心 支 持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作 为 政 治

责 任 ，想 方 设 法 为 部 队 办 实 事 、解 难

题。

2018 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和省军

区联合下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拥军

支前工作聚力服务备战打仗的意见》，

对新时代拥军支前工作“谁来抓、抓什

么、怎么抓”等作出制度规范；

2019 年，江西省各级围绕加强新

时代基层武装部建设，为省军区系统基

础设施建设、战备训练、后勤保障等给

予政策倾斜，开通“绿色通道”；

2021 年，某部移防鹰潭市。正当

移防官兵为子女入学问题担忧时，鹰潭

市双拥办会同教育局来到移防部队驻

地，对接移防部队军人子女入学需求，

抽组优质教学力量组建新八一小学，让

军人子女享受优质教育。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记者

从江西省双拥办获悉，近两年来，江西

省各级积极支持驻赣部队基础设施建

设 和 保 护 ，划 拨 土 地 1500 亩 、修 建 专

用 道 路 246 公 里 、为 部 队 办 实 事 1131

件，倾力解决官兵“三后”问题，“替烈

士看爹娘、为烈属办实事”专项义诊活

动 中 ，军 地 医 院 组 成 的 4 支 医 疗 义 诊

专 家 服 务 队 ，对 全 省 各 地 健 在 的 371

户 490 位 烈 士 父 母 开 展 义 诊 巡 诊 服

务。

融入血脉的“国防观”

“ 你 保 国 家 安 宁 ，我 护 亲 人 平

安。”7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江西省征兵

办联合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国有商业

银行江西省分行，为江西省入伍新兵

和父母送上安全保单。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同心筑长

城的传统一脉相承。95年前，南昌城

头一声枪响，宣告一支新型人民军队

的诞生，让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革

命的希望。“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

相参加红军上战场”“作田先作红军

田，优待帮工莫讲钱”成为江西人民

的自觉行动。

95 年后的今天，这片红土地上

的军民，不忘厚重的红色历史，续写

新时代鱼水新篇，在赣鄱大地凝聚起

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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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95 周年，也是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100 周年。遍布江

西 省 的 2900 多 处 革 命 旧 址 和 纪 念 场

馆，成为江西省干部群众、驻军官兵、青

年学生的热门“打卡地”。

7 月 16 日 ，在 井 冈 山 革 命 烈 士 陵

园，前来瞻仰的游客排起长龙。

“这些年，来井冈山瞻仰的游客日

均几万人。”陵园管理处讲解员张媛介

绍，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达

4.8 万 余 人 。 不 少 井 冈 山 人 是 烈 士 后

代，几乎人人都能讲述一段革命故事，

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他们的血脉。

全国道德模范、被誉为“井冈山精

神 第 一 宣 传 员 ”的 毛 秉 华 ，50 年 如 一

日 坚 持 宣 讲 井 冈 山 精 神 ，听 众 超 220

万人次。毛秉华去世后，他的孙子毛

浩 夫 接 过 接 力 棒 ，成 为 井 冈 山 的“ 双

语”宣讲员，向更多的人讲述井冈山革

命故事。

“ 红 旗 飘 ，军 号 响 ，子 弟 兵 ，别 故

乡 ……”于都河畔 ，长征渡口 ，情景剧

《告别》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拉开帷幕，讲

述 88 年前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集结出

发，开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

参与演出的人员是 260 余名志愿

者。他们大多不是专业演员，但每次演

出都格外认真。“红军伢子们，你们要早

点回来呀。”看完演出，一位年过七旬的

老奶奶拉着演员的手说道。投入的表

演，让老人恍然把他们当成了当年的红

军。

血脉深情，历久弥坚。95 年前，南

昌八一起义打响的第二天，数万名群众

自发来到起义军驻地捐钱捐物。如今，

在赣鄱大地，处处涌现群众支持国防、

尊崇军人的动人场面。

江西省多地市银行、通信、旅游等

行业推出军人优惠措施；部队官兵和民

兵在抗洪一线奋战时，老区人民自发将

防暑药品等送上抗洪大堤；文艺工作者

精心打造大型文献纪录片《军魂》、电视

剧《井冈山儿女》、赣南采茶戏《一个人

的长征》等红色文艺作品；江西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数字展馆云平台访问次

数达 9032.12 万次；江西有志青年把赓

续红色血脉作为人生选择，到军营实现

人生价值，2021 年，江西省大学毕业生

征集率达 69.4%……

“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和人民

群众生死相依、同仇敌忾，军民同心的

坚定信念和鱼水深情需要我们世代传

承。”一位家住井冈山市的市民说。

漫 步 在 江 西 省 的 大 街 小 巷 ，红 色

的历史印记随处可见。在江西南昌，

人流如潮的八一广场旁是车水马龙的

八一大道，大道西侧是八一公园；在江

西弋阳，以方志敏烈士名字命名的方

志敏中学书声琅琅；在江西于都，中央

红 军 长 征 出 发 地 纪 念 园 的 广 场 石 碑

上，镌刻着周恩来总理对老区人民的

礼赞——“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

亲。”

爱国拥军的“总动员”

仲夏时节，记者沿着当年红军走过

的路，走进井冈山市坳里乡寨下村。眼

前出现一座小桥，桥头立着一块醒目的

石碑：军民同心桥。

“以前，每逢大雨来袭，来往群众只

能涉水过河。”井冈山市人武部职工告

诉记者，他们组织民兵奋战 3 个月修起

了这座桥。

“红军的队伍没有离开。”大桥修通

后，当时还在世的抗美援朝老兵唐守志

感慨。

在赣鄱大地，许多人都记得这样两

个时间节点：2017 年 2 月，井冈山在全

国率先脱贫摘帽；2020 年 4 月 26 日，江

西省 25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数据的背

后，离不开人民子弟兵对老区人民的深

情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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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调查纪念馆，

讲解员陈丽萍即兴为游客唱起当地流

传已久的山歌。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在赣州军分

区的帮扶下，如今的长冈村内，长冈乡

调查纪念馆、毛泽东旧居、列宁小学等

红色景点修缮一新，集培训、旅游、餐饮

为一体的红色旅游中心吸引着各地游

客，融访谈、体验、情景教学为一体的红

色党课成为特色品牌……长冈村走出

红色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

“水位超出警戒线 3.28米，沿堤出现

多处泡泉……”今年入汛以来，江西多地

普降大雨，赣州、景德镇、上饶等地多处发

生险情，驻军部队官兵迅速奔赴抗洪一

线。转移群众、巡堤查险、加固堤坝……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子弟兵的身影。

把 驻 地 当 故 乡 ，与 人 民 心 相 连 。

2020 年的抗洪一线，驻军部队出动 2.6

万余名官兵。近两年，武警江西总队先

后出动官兵 5.8 万人次参与抗洪抢险、

事故救援、临时勤务等，江西省军区出

动官兵和民兵共 20 余万人次遂行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抢险救灾、安保警戒等

任务。

“ 当 年 为 什 么 那 么 多 人 跟 着 红 军

走？就是因为相信红军是穷人自己的

队伍。”采访时，这是老区群众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

人 民 军 队 人 民 爱 ，人 民 军 队 爱 人

民。近年来，驻赣部队发挥自身优势，

广泛开展助力乡村振兴、医疗助民、国

防教育等工作，回报老区人民。

江西省军区在石城县、龙南县援建 2

所希望小学，组织 4期 400余人的中青年

干部国防专题培训班；陆军步兵学院发

挥全民国防教育基地示范作用，每年邀

请 2000 多名干部群众参加军营开放日，

完成驻地学生军训 3.6万余人次，为地方

党政机关宣讲 20 余次；94981 部队组织

10 余个营连单位协助开展民兵集训，每

年邀请地方党政事业单位来部队参观见

学；联勤保障部队第 908医院结对帮扶江

西省荣军医院，大力支持各科建设，先后

派出 31批次专家医疗队到全省各地送医

送药，累计行程 7000余公里，组织巡诊和

健康宣教 8000余人次……

站在历史发生地回望历史，来时的

路显得愈发清晰。在井冈山市朱砂冲

林场行洲村一栋老宅的屋檐下，一幅

“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利益的先锋队”

的红军标语，历经 90 多年风雨仍清晰

可见。

莽莽山野，悠悠岁月。这 15 个大

字，穿越时空，见证了人民子弟兵为人

民服务的不变宗旨。如今，这片红色沃

土，走来不负人民的红军新传人。

红军队伍的“新传人”

图①：江西省南昌市抗美援朝老兵高文炳走进校园，为学生讲述战斗故事。

张富华摄

图②：江西省彭泽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在芙蓉堤处置管涌险情。 戚永雷摄

图③：江西省井冈山市火炬广场雕塑。 曾润洲摄

图④：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群众自发来到抗洪部队驻地，为官兵义务理发。

卢成行摄

图⑤：江西省军区赣州军分区组织民兵医疗分队开展“送药下乡”活动。

刘宗炎摄

图⑥：江西省九江市群众自发来到大堤，给抗洪官兵送上绿豆汤。 林小强摄

图⑦：江西省南昌市组织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筑梦远航”随军

家属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卢成行摄

图⑧：江西省井冈山市胜利的号角雕塑。 曾润洲摄

制图：扈 硕

10国 防 视 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潘娣E-mail:pandimail@163.com

⑧⑧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