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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和桂花的枝条从校园的铁栅栏

内伸出，绿意浸染着校外的小巷，小巷

对面的栅栏内则是高大的遵义会议纪念

馆。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连接杨

柳街和子尹路的大仕阁巷也把两个时代

连到了一起。

街南面的遵义会议会址和纪念馆，

记录了发生在 86 年前决定中国共产党

和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前 途 命 运 的 历 史 性 会

议。而街北面的百年老校遵义市文化小

学，孩子们的琅琅书声在一定程度上代

表着当下和未来。

1935 年 1 月 15 日 至 17 日 ， 中 共 中

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

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

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

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遵

义会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

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

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

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

救了中国革命。

2015 年 6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到遵义调研。他指出，遵义会议作为

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

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

道 路 、 坚 定 正 确 的 政 治 路 线 和 政 策 策

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

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历史的细节如今封存在古朴的遵义

会议会址和现代化的纪念馆里。遵义会

议纪念馆内，经过仔细梳理的长征历史

脉络和众多文物史料向公众呈现了一个

全面而生动的长征故事，特别是遵义会

议前后惊心动魄的红军往事。

遵义市委党校副校长谢以佐说，作

为万里长征的一部分，遵义会议给我们

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

精神谱系的宝贵部分。他认为，可以从四

个方面来理解遵义会议所体现出的经验和

启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

民主团结。

“说到实事求是，我们既要向客观世

界‘求是’，也要向主观世界‘求是’，而

更 难 的 是 后 者 。” 谢 以 佐 说 ， 遵 义 会 议

上，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修正错误，刀刃向

内，开启了依靠自己力量纠正自身错误的

伟大实践。

谈到民主团结，谢以佐说，遵义会议

上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可以说“火药味儿

很浓”，但是每个人的意见都得到了充分

表达，有充分的民主。与此同时，在尖锐

的斗争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分裂，

而是实现了更紧密的团结。

走 进 遵 义 会 议 纪 念 馆 ， 在 大 厅 的 左

侧，参观者能看到“遵义会议伟大转折”

几 个 大 字 。“ 这 段 历 史 真 的 值 得 我 们 总

结。”身为党史党建研究专家，谢以佐感

慨说，“什么是转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转 折 到 了 毛 泽 东 所 代 表 的 正 确 路 线 上 来

了。”

2015 年 6 月在遵义调研时，习近平总

书记还说，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

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事 实 证 明 ，86 年 过 去 了 ， 遵 义 会 议

的精神价值并没有被时间冲淡。每年都有

大量的参观者来到贵州大山深处的遵义，

瞻仰遵义会议会址。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因为参观者众多，

通往遵义会址的道路车流量总是很大，有

时候甚至堵车。

7 月 22 日，记者在遵义会议会址见证

了这样的场景。正值暑期，许多大学生出

现在那里。贵阳学院的一个大学生团队带

着摄像机、三脚架、麦克风等专业设备，

来录制以遵义会议为主题的视频团课。遵

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的一个拍摄团

队，则计划制作一个视频短片，作为官微

的原创内容用于网络传播。

而跟遵义会议纪念馆一巷之隔的遵义

市文化小学，长征精神则以各种各样的形

式渗透到了学校育人的各个环节。比如，

学校以长征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

行 的 模 式 ， 设 计 了 “ 小 红 军 品 德 银 行 ”，

激励孩子们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修

养。

日常，遵义 市 文 化 小 学 还 跟 红 军 在

贵州活动路线上的 30 所 学 校 结 对 ， 设 计

小 红 军 实 践 课 程 ， 开 展 红 色 教 育 ， 把 红

色 基 因 融 入 少 年 儿 童 的 学 习 和 生 活 之

中 。 遵 义 市 文 化 小 学 少 先 队 大 队 辅 导 员

韦 露 说 ， 长 征 精 神 就 是 我 们 这 所 学 校 的

精神底色。

长征精神就是
这所学校的精神底色

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于都迈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于都迈

出第一步的出第一步的。。

19341934 年秋年秋，，88..66 万名红军将士在于都河万名红军将士在于都河

畔集结畔集结，，从东门渡口等从东门渡口等 88 个主要渡口过河个主要渡口过河，，

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也也

是伟大长征精神的起源是伟大长征精神的起源。。如今如今，，中央红军长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就刻着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就刻着““长征源长征源””

三个大字三个大字。。

几乎每个于都人都能和你诉说有关长几乎每个于都人都能和你诉说有关长

征的故事征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的爷爷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的爷爷、、

外公或太爷爷外公或太爷爷、、太外公太外公。。

苏区时期苏区时期，，仅仅 3030 余万人的于都城余万人的于都城，，有有

66..88 万余人参加红军万余人参加红军，，1010 万余人支前参战万余人支前参战，，

中央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是

于都籍子弟兵于都籍子弟兵。。

长征精神扎根于这片红色热土长征精神扎根于这片红色热土，，血脉血脉

相传相传，，生生不息生生不息。。长征大道长征大道、、长征照相馆长征照相馆、、长长

征 宾 馆征 宾 馆、、红 军 大 桥 ⋯⋯ 各 种 以红 军 大 桥 ⋯⋯ 各 种 以““ 长 征长 征 ”“”“ 红红

军军””命名的道路命名的道路、、桥梁桥梁、、建筑充斥着这座赣建筑充斥着这座赣

南小城的街头巷尾南小城的街头巷尾。。

““大家争相以命名的方式大家争相以命名的方式，，表达心中的表达心中的

敬意和自豪敬意和自豪感感。。””于都县政协副主席袁尚贵于都县政协副主席袁尚贵

是长征源合唱团的老团长是长征源合唱团的老团长。。这支由红军后代这支由红军后代

组成的业余文化团体组成的业余文化团体，，从从《《长征组歌长征组歌》》中感悟中感悟

长征精长征精神神，，在排练在排练、、演出中传承长征精神演出中传承长征精神。。

这不是一支年轻的队伍这不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成员平均年成员平均年

龄超过龄超过 4040 岁岁，，也谈不上专业也谈不上专业，，多数人没有多数人没有

声乐基础声乐基础。。一个共同点是一个共同点是，，他们从小听着红他们从小听着红

色歌谣长大色歌谣长大，，发轫于这片土地上的伟大长发轫于这片土地上的伟大长

征精神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征精神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邹伟民陪伴合唱团走过了邹伟民陪伴合唱团走过了 1010 年光景年光景，，

他是团里为数不多的专业派他是团里为数不多的专业派 。。20102010 年年，，邹邹

伟民从江西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毕业伟民从江西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毕业，，

在于都一所小学短暂任教在于都一所小学短暂任教。。长征源合唱团长征源合唱团

建团后不久建团后不久，，20112011 年年 22 月月，，““热爱音乐热爱音乐、、想要想要

为家乡做点事为家乡做点事””的邹伟民加入合唱团的邹伟民加入合唱团，，担任担任

艺术总监艺术总监。。

1111 年里合唱团已演出年里合唱团已演出 500500 余场余场，，足迹足迹

遍布北上广深云贵川等地遍布北上广深云贵川等地，，团友间职业不团友间职业不

同同，，年龄各异年龄各异，，演出也从不计报酬演出也从不计报酬。。

平均每周演出两到三场平均每周演出两到三场，，团友们几乎团友们几乎

是牺牲休息时间进行排练的是牺牲休息时间进行排练的。。有的出差回有的出差回

来 下 了 飞 机来 下 了 飞 机 不回家不回家，，第一时间赶往排练现第一时间赶往排练现

场场；；有的下班后顾不上吃饭有的下班后顾不上吃饭，，先排练先排练；；有的胳有的胳

膊折了膊折了，，用纱布吊着来用纱布吊着来。。巡演途中有团友上巡演途中有团友上

午中暑入院午中暑入院，，晚上又出现在了舞台上晚上又出现在了舞台上。。

““关于长征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关于长征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虽然虽然

长征离我们有长征离我们有 8080 多年了多年了，，但是这种精神永但是这种精神永

远都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动力远都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动力。。””袁尚贵颇袁尚贵颇

有感触有感触。。

于 都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出 发 纪 念 馆 入 口于 都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出 发 纪 念 馆 入 口

处处，，有一幅有一幅 8080 双草鞋拼接成的中国地图双草鞋拼接成的中国地图，，

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在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在 20162016 年创作了这年创作了这

面面““草鞋墙草鞋墙””。。

““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战士穿着草是红军战士穿着草

鞋走出来的鞋走出来的。。””张小平说张小平说，，为了不让一个红为了不让一个红

军战士赤足作战军战士赤足作战，，长征前夕长征前夕，，苏区群众赶制苏区群众赶制

了了 2020 万双草鞋送给途经的战士万双草鞋送给途经的战士。。

““长征精神内涵之一就是紧紧依靠人长征精神内涵之一就是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患难与共。。””

1818 年里年里，，张小平的父亲张德美一直在打捞张小平的父亲张德美一直在打捞

““红军长征出发史红军长征出发史””。。他寻访了他寻访了 200200 多位亲多位亲

历者历者，，记录下记录下 1616 本寻访笔记本寻访笔记。。

一口留有弹孔的行军锅一口留有弹孔的行军锅、、一枚公章一枚公章、、老老

人捐棺材板帮红军搭桥渡河等故事被逐一人捐棺材板帮红军搭桥渡河等故事被逐一

发掘发掘，，经考证编入档案经考证编入档案、、卷宗卷宗。。

亲历亲历者们年岁渐长者们年岁渐长，，这样的寻访这样的寻访，，更需更需

要要““与时间与时间赛跑赛跑””。。上世纪上世纪 8080年代年代，，1818岁的张岁的张

小平小平““顶职顶职””接班接班，，利用周末去老红军家走利用周末去老红军家走

访访。。到了上世纪到了上世纪 9090年代年代，，代步工具从自行车变代步工具从自行车变

成摩托车成摩托车，，碰上山高路远之地碰上山高路远之地，，为了节约时间为了节约时间

收集到更多故事收集到更多故事，，他他索性就住在对方家里索性就住在对方家里。。

父亲去世后父亲去世后，，张小平开始整理他留下张小平开始整理他留下

的一摞摞寻访笔记的一摞摞寻访笔记，，至今已整理了至今已整理了 6060 余万余万

字字。。他想着他想着，，将来还要把这些笔记出版将来还要把这些笔记出版，，让让

更多的人读到更多的人读到。。

在张小平看来在张小平看来，，一路上红军战士们不一路上红军战士们不

怕艰难险阻最终取得长征胜利怕艰难险阻最终取得长征胜利，，离不开坚离不开坚

定的理想和信念定的理想和信念。。父亲打捞长征出发史用父亲打捞长征出发史用

了了 1818 年时间年时间，，直到直到 19861986 年退休年退休，，““也是属于也是属于

父亲的长征父亲的长征””。。

““即便放在现在即便放在现在，，长征精神也依旧不过长征精神也依旧不过

时时。。””有时有时，，碰到年轻人或晚辈遇到挫折而碰到年轻人或晚辈遇到挫折而

消沉消沉，，张小平爱拿红军长征途中的故事鼓张小平爱拿红军长征途中的故事鼓

励 他 们励 他 们 。。他 觉 得他 觉 得 ，，排 除 困 难 做 好 手 头 的 工排 除 困 难 做 好 手 头 的 工

作作，，发挥出自己的能量发挥出自己的能量，，既锻炼了自己既锻炼了自己，，也也

为社会作了一些贡献为社会作了一些贡献，，就是走好每个人自就是走好每个人自

己的长征己的长征。。

长征源红军小学与东门渡口仅隔了一长征源红军小学与东门渡口仅隔了一

条马路条马路。。学校被学校被““红色景点红色景点””包围着包围着，，中央红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新长征广场新长征广场、、长征渡口长征渡口

都在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都在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

““弘扬长征精神弘扬长征精神，，培育红色传人培育红色传人””早早早早

地 写 进 了 这 所 学 校 的 办 学 理 念 和 办 学 宗地 写 进 了 这 所 学 校 的 办 学 理 念 和 办 学 宗

旨旨。。学校以此编撰了以学校以此编撰了以““长征长征””为主题的校为主题的校

本教材本教材，，设立了设立了““红娃红娃””示范岗示范岗，，还成立了红还成立了红

娃讲解团娃讲解团、、红娃唢呐艺术团红娃唢呐艺术团。。

每年每年 66 月月，，校长曾石发都会在中央红校长曾石发都会在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给每位即将毕业的六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给每位即将毕业的六

年级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年级学生颁发毕业证书。。紧接着全员集结紧接着全员集结，，

从纪念碑出发从纪念碑出发，，沿着渡江大桥沿着渡江大桥，，师生一起重师生一起重

走走““长征路长征路””。。

一个月前一个月前““重走长征路重走长征路””的动员会上的动员会上，，

校党支部书记王志辉问学生校党支部书记王志辉问学生，，““一路上难免一路上难免

有泪水有泪水、、汗水汗水，，你们怕吗你们怕吗？？有信心吗有信心吗？？””这位这位

教 师 解 释 道教 师 解 释 道 ，，长 征 精 神 就 是 不 怕 苦长 征 精 神 就 是 不 怕 苦 ，，不 怕不 怕

累累，，遇到困难不放弃的顽强奋斗精神遇到困难不放弃的顽强奋斗精神。。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宽宽 600600 余米的余米的

于都河上没有一座桥于都河上没有一座桥，，当时于都河沿岸百当时于都河沿岸百

姓将自己家的门板姓将自己家的门板、、房梁房梁、、床板甚至百年后床板甚至百年后

的寿材悉数捐出用于架设浮桥的寿材悉数捐出用于架设浮桥，，红军战士红军战士

才得以顺利渡河才得以顺利渡河。。

上世纪上世纪 9090 年代起年代起，，长征大桥长征大桥、、红军大红军大

桥桥、、渡江渡江大桥先后立于于都河上大桥先后立于于都河上。。副校长严副校长严

梅说梅说，，沿着渡江大桥重走长征路沿着渡江大桥重走长征路，，是为了让是为了让

孩子们重温红军长征这段艰苦卓绝的光荣孩子们重温红军长征这段艰苦卓绝的光荣

历史的同时历史的同时，，也铭记自己的人生从长征源开也铭记自己的人生从长征源开

始始，，““孩孩子们从这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子们从这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走好每个人自己的长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朱娟娟

□ 王 颖

上世纪80年代，年逾70岁的美国记者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写下了著
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在书
中说：“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
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
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
的未来。”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
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以大
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
牺牲，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开
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用生命和热血
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

80 多年来，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
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始
终鼓舞和激励着中国人民进行一次又一次
新的长征，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
一个胜利。

长征精神所坚守的理想信念，始终是
共产党人强筋壮骨的“精神之钙”。

没有理想信念，不可能完成二万五千
里长征。如今，我们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时期。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

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中国将面对很大困
难、挑战、阻力和变数。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
信念，就会在乱云飞渡的复杂环境中迷失方
向，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
衣炮弹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所以，要用长
征精神的理想信念之光照亮新征程，不断增
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长征精神所包含的意志勇气，始终是
党攻坚克难的精神优势。

党的事业总是在战胜各种困难挑战中
前进。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
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
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前进的
道路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
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
服，容不得半点贪图安逸、骄傲自满的想
法。我们要用长征精神的艰苦奋斗之光照
亮新征程，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到长城
非好汉”的精神状态，在新的征程中闯关夺
隘、建功立业。

长征精神所蕴藏的独立自主意识，始
终是党砥砺前行的根本指南。

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

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
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
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
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
业，不能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也没有别
国的经验可借鉴学习，只能在实践中探索。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
际相结合，实行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策略，
是我们党在生死存亡考验中用血的教训换
来的思想成果。用长征精神的独立自主之
光照亮新征程，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洞
察时代大势，做好我们自己的事，不为任何
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不移走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长征精神所体现的团结守纪意识，始
终是党凝心聚力、成就伟业的重要法宝。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大局为重，
不断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克服分裂主义
的倾向，不仅维护了革命队伍的团结，而且
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战
略性、全局性的伟大事业，必须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统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协调推进各项事业发展，必须革除体制机
制弊端，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将改革开放
进行到底。我们要用长征精神的团结守纪

之光照亮新征程，增强“四个意识”，紧紧扭
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总任务不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把革
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长征精神所洋溢的人民情怀，始终是
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留下“半条被子”
“彝海结盟”“单家集夜话”等感人至深的故
事，形成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
血肉关系。

在“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上，我们党面
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
验、外部环境考验，还存在着精神懈怠危
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
败危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继续保持
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关系着我们党的
性质，也关系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
们要用长征精神的人民情怀之光照亮新征
程，永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
同当，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充分调动
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
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

让长征精神照亮“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

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

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

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

神；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10 月 21 日在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6 月 28 日，北京国家体育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现场，戏剧与舞蹈《长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7 月 21 日傍晚，贵州省遵义市，游客在已经

闭馆的遵义会议会址门口拍照留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66 月月 2828 日晚日晚，，于都县体育中心于都县体育中心，，于都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于都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100 周年周年““永远跟党走永远跟党走””红色歌曲大红色歌曲大

家唱活动现场家唱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