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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坤

那打满补丁的旧军装、被肩膀磨得发
亮的扁担、从身体里取出的弹片⋯⋯

一个个党史故事、一件件烈士遗物，
让今天的我们依然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
其中一把沾着血印的锈迹斑斑的铁钥匙，
尤为令我难忘：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是
多少前辈、先烈用生命捍卫的誓言啊！

在湖北“中国第一烈士乡”麻城乘马
岗乡，有一位被称为“麻城刘胡兰”的著
名烈士万永达。

1932 年秋天，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

“围剿”失利后主力转移，担任万义乡苏
维埃政府主席的万永达坚持留下，继续革
命。她在生完孩子之后因叛徒告密被敌人
残忍杀害，敌人连她刚出生的婴儿都没放
过。解放后，万永达的一位亲戚向政府上
交了一个小梳妆盒，是万永达生前交给他
保管的遗物，钥匙由万永达保管，不知去
向。梳妆盒里，是一叠沾有血污的草纸，
上面写着乘马岗一带 38 名地下党员和
1000 多名红军失散人员及革命“根子
户”的名字。

上世纪 60 年代末，村里为万永达修
了一处烈士墓，将她的遗骨从乱石岗上迁
至新建的坟墓中。旧坟被挖开时，人们惊
讶地发现在万永达的腹部，有一把沾着血

印的生锈的小钥匙！原来，为了保护那份
珍贵的名单，万永达将钥匙吞进了肚子。
看到此情此景，在场的干部群众都流下了
热泪。

⋯⋯
还有一位把“特殊的钥匙”吞进肚子

里的烈士叫唐义贞，曾是新闻宣传工作者
陆定一的妻子。

唐义贞牺牲时仅有 26 岁。这个毕业
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美丽女子，很早就成
了一名共青团员。在红军时期，为了保守
组织秘密，将一把“特殊的钥匙”——一
份秘密文件，吞到肚中。敌人为了报复
她，将她开膛破肚，壮烈牺牲。

通过一把把打开唐义贞秘密的“钥

匙”，我们可以更加切身感受一百年来共
产党人坚守的那颗初心。一百年前，中国
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
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
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
党的精神之源。

我们会更加感受到这一精神之源，与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通过一个个
有血有肉、有钢铁意志的共产党人，用鲜
血和生命，血脉相承、赓续绵延的，每一
句誓词，都是知行合一的生命誓言。

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在红军时
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
国成立初期、党的十二大以后等不同历史

阶段，有过数次修改，但是“纪律”二字
却始终是“不变”的那一部分。

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严守纪
律”是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的“秘诀”
之一。和平建设时期，党的纪律是保持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和执政水平的内在要求。近些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党的纪律的重
要性，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
党的治本之策。

或许今天我们不一定需要像万永达、
唐义贞烈士一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把那
一把把打开秘密的有形“钥匙”吞进肚
里，但更多无形的严峻挑战，却时刻考验
身心、检验忠诚。

比如现在有一种非对称加密，又称公
开密钥加密，是加密和解密使用不同密钥
的算法，广泛用于信息传输中，而从数据
库收集分析到复杂的量子密钥技术应用，
越来越考验我们的安全保密意识和智能科
研水平，“忠诚”也是一种政治能力。

面对两个大局，如何心怀国之大者，
勇于斗争、敢于斗争，既要有随时牺牲奉
献的精神，还要有智慧才干和能力水平，
只有将守纪律与增才干、提能力、善作为
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做到“严守党
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近期我们都在重温入党誓词，字数
不多，记住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学习、
终身践行、终身坚守。自问自省在工作
和生活中，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
复杂多元的环境下，在各种诱惑越来越
隐秘多样的环境下，是否能做到守纪律
守秘密。

一把把再坚硬的钢铁钥匙，无论如何
保管，都是会生锈的；但是我们千锤百炼
的心灵，只要永葆初心，就会闪闪发光不
会生锈！

（相关史料摘自“中国文明网”等）

一把带血的生锈的铁钥匙

□ 曹 林

看到一个网红学者的自述，觉得挺
心酸。人与人之间将心比心的理解太重
要了，千万别在自以为是的过度反思中
失去人情温度。

这位学者常出现在各种节目和平台
中，讲课、演讲、视频很多，被认为是
出场费最高的文学教授之一。人红是非
多，出场费高，自然就有人不满，有
人当面质疑他：你的课程很好，但是
你这样为了钱到处走穴，有一个文人
学 者 的 风 骨 和 风 范 吗 ？ 作 为 知 识 分
子，更应该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道理吧？这位学者在节目中无奈地
解释：我夫人得了肺癌，一盒抗癌药
51000 元，这是我几个月的工资你们知
道吗？很多人批评我到处赚钱没有文
人风骨，可是如果丢了妻子，我要文
人风骨做什么？有一次，他回到家后
发现妻子正号啕大哭，原来一颗药掉
在地上找不到了，一颗药就是上千元
钱，太伤心了。他知道夫人不是心疼
钱，是心疼他这个年龄还为了治病四
处奔波赚钱。

听到这位学者的讲述，可能就明白
那种站在道德高地的所谓“文人风骨”
是多么空洞，自以为尖锐的道德批判和

“反思”是多么无力。要文人风骨，还
是治病救命？这不是一道哲学伦理题，
不是脱口秀或吐槽大会的抽象辩题，在
一个家庭的、具体的生命世界中，就
是一个人的生命，是“十年生死两茫
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夫妻情感。
不需要高谈阔论，也无须什么“深刻
反思”，本能是不惜一切代价去为妻子
治病。何况，学者靠自己的本事去讲
课赚钱，本就是很有知识分子尊严的
事，没有丢知识分子的脸，丝毫未失
文人风骨。那种用抽象的“文人风骨”把
文人绑架在贫困、寒酸、落魄的形象
上，制造文人与财富的对立，把“要风
骨还是要生命”变成非此即彼的对立选
项，是对人的贬低。

伦理规范啊，性别意识啊，阶层流
动啊，文人风骨啊，总感觉公共讨论中
这种“大词”太多了，背后是一种“什
么事都往抽象处内卷”的过度反思。哲
学家陈嘉映在《走出唯一真理观》中批
评了当下社会的“过度反思”，他引用
威廉斯的话说，无所不在的反思会威胁
和摧毁很多东西，因为它会让原本厚实
的东西变得薄瘠。

抽象的道理不能脱离基本的生活语
境，不能不考虑人情常理。一个年轻人
得了绝症，家人倾家荡产砸锅卖铁筹
钱 治 病 ， 你 作 深 刻 反 思 状 ， 说 什 么

“面对绝症要坦然面对生死”“要意识
到医学的有限”“尊重自然规律、放弃
不切实际的幻想”等，这种冷冰冰的、
抽象的大道理，显然也是悖离人性的过

度反思。
如何防止过度反思？陈嘉映开出的药

方是，停下来，跟自己的经验对勘，不能
只循着道理去反思。跟不那么好反思的人
交谈，多与人交流，用厚实的生存托起反
思，否则反思会飘起来。我的理解就是，
多面向生活，在生活的情境中去思考问
题，而不是在抽象逻辑中陷入概念内卷。

维特根斯坦也很反感“过度反思”导
致的混乱，提出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问
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而痛苦不堪。对这
种人，维特根斯坦说了一段常被引用的名
言：一个人陷入哲学混乱，就像一个在房
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他试
着想从窗子出去，但窗子太高；他试着从
烟囱出去，但烟囱太窄；其实只要他一转
身，就会看见房门一直开着的。很多事
情，反思反而搞复杂了，搞出很多伪问
题，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制造了更多问题。
学者塔勒布提到过“布里丹之驴”：一头
又饥又渴的驴刚好站在距离食物和水一样
远的地方，由于在先喝水还是先吃草这两
个选择间难以取舍，它不可避免地死于饥
渴。但，问题其实很简单，这头驴啥也不
想，随机地往水或食物的方向走出一步，
问题就解决了。

人是万物的尺度，生活之树常青，保
持跟常识、常情、常理、常人对话的能
力，永远不要让对抽象道理的关心高于对
人的关心。

别在

﹃
过度反思

﹄
中

失去人情温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培莲

被 医 学 诊 断 最 多 活 半 年 的 乳 腺 癌

患者，多活了 36 年，现在仍每天奔波在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一 线 。 在 东 北 江 城 吉 林

市 ， 很 多 市 民 都 听 说 过 刘 凤 英 老 人 的

“抗癌奇迹”。

“良药就是做公益。”刘凤英经常对周

围人说，是公益的爱和力量，延续了她的

生命。

今年已经 71 岁的刘凤英，每天电话

和微信响个不停。探访帮扶对象、募捐物

资、制定活动方案⋯⋯很多事情都要她最

后拍板。

29 年 前 ， 大 病 初 愈 的 刘 凤 英 发 起 成

立 了 一 个 名 为 爱 心 救 助 家 园 （以下简称
“爱心家园”） 的民间公益组织。第一批

志愿者是她的街坊邻居，她没有经费，也

不专业，就是带着一颗爱心想要做好事。

刘凤英想去爱陌生人，因为在她有难

处时，很多陌生人先爱了她。

35 岁 时 刘 凤 英 被 查 出 乳 腺 癌 ， 癌 细

胞已经扩散，接连做了 3 次大手术。在她

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丈夫却因患胰头癌

撒手人寰。

残酷的现实，让刘凤英体验和理解了

何为“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丈夫离世后，原本暂时寄养在亲戚家的两

个年幼女儿，被送到刘凤英的病房。

一边是亲人的冷漠，一边却是陌生人

的爱心。术后刘凤英不能下床，病友们就

帮她们母女打饭。出院回家后，接济刘凤

英母女的也多是周围的邻舍。

很多好心人的名字，刘凤英都不曾知

晓 。 病 情 得 到 控 制 后 ， 刘 凤 英 开 始 做 公

益，“要把爱大写”。

第 一 份 爱 心 从 给 孤 儿 院 的 孩 子 洗 尿

布、做棉裤开始。如今，爱心家园已经有

5000 多 名 志 愿 者 。 不 仅 照 顾 孤 儿 ， 也 帮

助留守儿童、孤寡老人、退伍老兵、残障

人士、经济困难大学生、流浪者。

为了具有合法募款资格，爱心家园加

入吉林市红十字会，保留日常管理、活动

开展和经费开支的独立性。爱心家园还在

社区、高校和省内外多个城市设立了 69
个救助分站。

刚过去的半年，让刘凤英高兴的是，

大家帮 96 岁老兵要回了被村民霸占 30 年

的宅基地，还为 30 多年没有户口、没有

任何生活来源的智障孤寡老人办理了身份

证、残疾证和低保。

这 样 不 好 管 的 事 ， 刘 凤 英 接 手 了 不

少。周围人说，她勤快、能张罗、有股不

服输的劲头。

事 实 上 ， 身 体 恢 复 后 ， 为 了 赚 钱 养

家，刘凤英还做了多年服装生意。生意红

火时，店里雇了 10 个员工，一天的收入比

她 生 病 前 当 小 学 老 师 一 个 月 的 工 资 还 要

多。等到两个女儿工作、结婚，刘凤英把服

装店关了，当起爱心家园的全职志愿者。

大多慕名来电求助的人，都以为刘凤

英很有资源。她对自己的事羞于开口，对

别人的事就不怕多磨嘴皮子。随着帮助的

人越来越多，四处募款成为刘凤英常年的

重要任务。

第一次为善款发愁，是要给一间村小

安窗户。村小窗框上没有窗户和玻璃，一

年 四 季 糊 着 好 几 层 塑 料 布 ， 夏 天 教 室 闷

热，学生满头大汗。

塑钢窗一共要价 2.8 万元，刘凤英讲

了半小时价，降下来 5000 元。但对才刚

做公益、自己也没积蓄的刘凤英来说，凑

不够这笔钱。

一次志愿活动，刘凤英认识了两名爱

心企业家，帮她解了困。“只是说了村小

的需要，对方便慷慨解囊。”刘凤英没多

想，直接给企业家跪了下来。

至于下跪吗？可刘凤英说，第一次募

款成功，她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对方的爱心

和信任。

看到这一幕，一位名叫蔡光胜的企业

家上前扶起刘凤英。后来，他先后为爱心

家园捐款 60 万元。

每年 9 月，爱心家园都要举办一次金

秋助学大会。作为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动，

每次要资助二三百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每人 500 元，一直到大学毕业。被资助者

要家庭特别困难、学习成绩特别好。

对每一位受助者，志愿者都要先入户

走访，了解实情。为了保证善款收支的公

开透明，刘凤英邀请资助人直接在金秋助

学大会现场把爱心款发到学生手中。

20 多 年 来 ， 爱 心 家 园 先 后 资 助 了

5000 多 名 学 生 读 到 大 学 毕 业 。 这 些 人 中

有的成了爱心家园的志愿者，有的不定期

给这个组织捐款。

吴伟 （化名） 忘不了拿到大学录取通

知书，学费却没有着落的焦急。那年，他

和 身 患 侏 儒 症 的 母 亲 在 金 秋 助 学 大 会 场

外，寻找求助机会，恰巧遇到了刘凤英。

刘凤英帮吴伟申请了爱心家园的助学

款，还帮他募集了剩余的学费，一直资助

他到大学毕业。工作后，吴伟把第一个月

的工资全部捐给了爱心家园。

给 孤 儿 院 孩 子 和 留 守 儿 童 过 集 体 生

日，也是爱心家园每年一次的重要活动。

“六一”期间，爱心家园的志愿者们会带

着孩子们游公园、做游戏、吃蛋糕、发生

日礼物。

因为没有固定募资途径，为了保证金

秋助学大会和集体生日顺利开展，刘凤英

和志愿者们提前半年就开始募款、设计活

动、准备物资。

34 岁 的 王 飞 宇 ， 是 爱 心 家 园 的 中 坚

力量，也曾多次帮忙筹款。王飞宇的父母

早逝，刘凤英是他最亲的人，是他的“刘

妈妈”。每周两到三次的爱心活动，王飞

宇会尽可能参加。

王飞宇在病痛中遇到了刘凤英。当时

他躺在医院病床上，小肠梗阻多日，随时

有破裂感染腹腔的危险。刘凤英垫付了手

术费，王飞宇顺利做上了手术。

术后，爱心家园的志愿者们轮流照顾

王飞宇。对他而言，刘凤英和爱心家园让

他再次找到了到家人的温暖。

很 多 志 愿 者 曾 是 爱 心 家 园 的 帮 助 对

象，他们有的因病致贫，有的陷入邻里纠

纷。不过在爱心家园里，大家不觉得自己

是弱势群体，不仅可以抱团取暖，还能帮

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吉林市道德模范宋淑范也是爱心家园

的核心志愿者。60 多岁的宋淑范多年精

心照顾家里卧床老人，事迹感动了街坊邻

里。“对自家老人尽孝，是应尽的本分。”

宋淑范觉得，刘凤英对孤寡老人的关爱才

值得称赞。

在 爱 心 家 园 对 接 帮 助 的 6 家 养 老 院

里，有一些孤寡老人和儿女不尽赡养义务

的老人。很多老人在半夜或清晨离世，刘

凤英会第一时间赶到，帮老人穿衣服、梳

头、刮胡子，送他们最后一程。

志愿者杨素敏负责爱心家园的“每日

一善”微信群。在群里，志愿者们每天自

愿捐款，微小金额，1 元到 10 元不等。捐

款用于爱心家园日常办公和关怀志愿者。

杨素敏更像是刘凤英的助理。平时经

常开着私家车，带着刘凤英参加爱心家园

的志愿活动。

杨素敏说，刘大姐做了很多人想做但

不敢做的事。在吉林市一个农村平房大院

里生活着 91 名流浪者，都是刘凤英在街

边领回来的。

最初刘凤英也没想过要照顾流浪者。

有一年除夕，某慈善组织告诉刘凤英，一

家 酒 店 要 请 家 庭 贫 困 的 市 民 免 费 吃 年 夜

饭，请她找几个符合条件的人。

刘凤英思来想去，觉得街边流浪的人

最需要吃顿免费大餐。一大早，她就在街

边找了 6 个流浪者，有男有女。

刘凤英带他们去浴池洗了澡，换上了

干净衣服，中午请他们吃了一顿饺子。下

午时，她却突然接到通知，免费年夜饭取

消了。

“这可咋整？”刘凤英一下有点蒙。但

她觉得，诚信更加可贵。

当天下午，刘凤英买了一堆年货，带

着 6 个流浪者去到农村朋友家，用朋友家

的大铁锅做了一顿有肉有鱼的年夜饭。

后来，刘凤英收留了这些流浪者。每

个月，刘凤英都要去农村大院看望他们。

看 见 刘 凤 英 ， 一 些 流 浪 者 会 跑 上 来 抱 住

她，或者搂着脖子亲她的脸。

在人前，刘凤英总是充满能量、忙前

忙后。可杨素敏经常能看到，刘凤英忙碌

后瘫坐在汽车后座上，闭着眼，刚还聊着

天，一会儿就睡着了。

去年，刘凤英去医院复查，女儿把检

查结果藏了起来。最后还是被刘凤英发现

了，“身上没啥好地方”。

靠 近 她 总 是 能 闻 见 一 股 浓 浓 的 膏 药

味。杨素敏说，刘大姐的肩膀、腰背上都

贴着止疼膏药，出门背的黑色双肩包里装

着降压药和心脏病药。

这几年，刘凤英的癌细胞越来越多，

肾上也长了肿瘤。但她不愿多提起，也不

想去医院手术和化疗，“太遭罪”。她想和

志愿者们在一起，与生命赛跑，做更多有

价值的事。

两个女儿担心刘凤英的身体。在她身

体不适时，女儿总是借机劝她退下来，把

爱心家园交给年轻人。可刘凤英说，不是

不退，是进退两难。

事 实 上 ，15 年 前 ， 刘 凤 英 就 开 始 培

养接班人，先后培养了 6 人，都没能顺利

接棒。

有一个救助分站的站长，人品好，能力

强。眼看就接班了，结果这位站长和家人一

起搬去南方做生意了。还有一个年轻的男

生，很擅长待人接物，可就是太功利。

“当领头羊，第一点就是要人品好。”

刘凤英说，人品不好，能力越强，破坏力

越大。爱心家园要养活的人、要做的事，

对任何一个接班人而言，担子都不轻。

“太难了。”杨素敏说，我们能多参加

志愿活动，帮刘大姐，但不能完全接手，

毕竟大家还要为生活奔波。

尽管如此，刘凤英还是又发现了培养

对 象 。 她 希 望 ， 爱 心 家 园 有 持 久 的 生 命

力，能在更多人有难处时拉一把。

闲暇时，刘凤英喜欢看新闻中的好人

和好事，这对她是一种精神营养。“做公

益 不 图 别 的 ， 就 图 开 心 ， 让 我 活 得 有 奔

头。”刘凤英说。

与癌较量36年

“良药就是做公益”

秦 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7 月 1 日，是张红玲来到江苏省宿迁市

泗阳中医院工作报到的第一天。这个曾经

独自照顾失明父亲两年多的宿迁姑娘，如

今开始了全新生活。

毕业之际，她给母校扬州市职业大学

写 下 感 谢 信 ：“ 大 学 是 我 人 生 道 路 的 一 束

光，没有领导、老师们对我的帮助和关怀，

就没有现在如此幸福的我。”

张红玲出生于 1999 年，母亲因难产去

世。此后，她一直与做农村小学教师的父亲

相依为命。她高二那年，57 岁的父亲突然

双目失明，并检查出患有心脏病。

自此之后，张红玲除了要面对高中的

学业压力，还要同时担负照顾父亲的责任。

张红玲就读的泗阳桃州中学是寄宿学校，她

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父亲，每次需要乘坐 1
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虽然她每天都给父亲打

电话询问生活情况，但父亲担心影响她学

习，有时磕碰造成的伤都不会在电话里讲。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如何照顾父

亲的生活让张红玲犯了难。她搜索咨询了

学校周边的出租房，高额的租金击退了她

的想法。她向招生老师请求：“老师，我可以

带着爸爸来学校上学吗？”

学校在宿舍数量很紧张的情况下，将

有独立卫生间的 4 人间宿舍分给她和父亲

使用。而且这个宿舍距离食堂很近，方便张

红玲打饭。

“这让我感受到了这个还未谋面的大

学的温暖，让我对生活和未来又燃起了希

望。”张红玲说。

上学后，医学院领导和班主任、辅导员

常 常 带 着 生 活 用 品 和 食 品 去 看 望 这 对 父

女。张红玲所在的班级——1802 助产班成

立了帮扶小组，帮助张红玲和她父亲解决

生活中的难题，帮忙打饭、带她和她父亲出

去游玩。

一次，医学院领导及老师在看望张红

玲 父 亲 时，发 现 他 一 直 捂 着 胸 口 ，脸 色 发

黄，身体疼痛到不能下床。张红玲带着父亲

去医院检查，得知父亲已是肝癌晚期。“父

亲患有心脏病，不能做手术，最后的时光就

让我们一起回老家度过吧。”

张红玲向学校请假一个月，带着父亲

回 到 宿 迁 老 家 。2020 年 4 月 ，张 父 因 病 离

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红玲一直住在一

位护士姐姐家里。张红玲看着她每天去高

速公路上测量过往路人体温，感觉这份工

作既辛苦又关系重大。

看着关于疫情的报道，张红玲也被那

些援助武汉的医护人员感动了。“他们能不

计生死、不计报酬去帮助武汉、帮助湖北，

令人敬佩！”张红玲说，“我孤身一人，无牵

无挂。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意去一线。”

等张红玲回校后，学院将她分配到与

她关系较好的同学的宿舍。心理辅导员和

班主任不定时地与她聊天。同学们也通过

帮张红玲补课的方式传达爱心。

父亲去世后，张红玲只能依靠微薄的

低保维持生计。为了让张红玲顺利完成学

业，老师们想方设法地为她争取补助：国家

助学金共计 12750 元，关工委“千人计划”

助 学 金 2400 元 ，“ 牵 手 圆 梦 ”助 学 金 共 计

4000 元，学校关工委“助学成才”基金共计

3000 元，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 元，2019 年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 2000 元，求

职补贴 1500 元⋯⋯

此外，张红玲还勤工俭学，帮助学校整

理实验室。寒暑假期间，她去苏州的工厂里

任文员，赚取生活费的同时也让自己散散

心。在校 3 年期间，张红玲成绩一直名列前

茅，还通过了全国护士职业资格证考试。

张红玲的辅导员颜佳评价：“虽然家里

比较困难，但她还是很善良阳光，学习认真

刻苦，懂得感恩，在学校、实习医院表现都

相当不错。”

毕业前，她顺利被宿迁泗阳中医院录

取，成为一名白衣天使。从实习开始，她就

很喜欢待在产科、产房里的感觉。因为很喜

欢小孩子，张红玲感觉，每次有新的小生命

从自己手上诞生的时候都很神奇。谈及未

来，张红玲希望能和病人们多一分理解，少

一点冲突。她也希望自己好好学习，一步一

步地从护士成长为护师。

感谢信最后，张红玲写道：将来的路还

很长，需要我一步步地走下去，不管路途多

么坎坷，我也决不会退缩。今后我一定会更

加努力地工作，报答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那个带父求学的宿迁女孩成为白衣天使

心·观念

暖 心

7 月 10 日，贵州遵义娄山关景区，徐毅在解说间隙眺望远方。1998 年出生的徐毅是贵州省遵义

市汇川区人，2020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在遵义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徐毅是听爷爷

讲红军故事长大的。2020 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到位于家门口的娄山关景区，正式成为一名红色讲

解员。 人民视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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