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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江
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江西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为契机，广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传承伟大
革命精神，激发奋斗新时代的强
大力量。

调研期间，黄坤明深入赣州
的兴国、于都、瑞金、寻乌等地，瞻
仰兴国将军园、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参观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中央革命
根据地历史博物馆，深入社区、农
村、企业、学校和宣传文化单位，
了解革命旧址保护、爱国主义教
育和基层宣传思想工作，认真听
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

黄坤明指出，赣州是著名的
革命老区，这片光荣的红土地承
载着党的初心和使命，见证着党
领导人民可歌可泣的艰苦斗争，
孕育了伟大的苏区精神，为我们
坚守初心、砥砺奋进提供了不竭
精神动力。要加强革命旧址保护，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干
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饮水思源、
继往开来，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红
色基因，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要广泛开展“我和我的祖国”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增强
仪式感、参与感、现代感，提升针
对性和实效性，充分激发人们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要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发挥“学习
强国”平台的聚合引领作用，面对
面、心贴心、键对键做好思想政治
工作。

黄坤明来到中宣部定点帮
扶的寻乌县，看望贫困群众，查
看扶贫项目，同当地干部和帮扶
企业深入交流。他强调，要落实
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战略部署，把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结合起来，建立稳定脱贫长
效机制，保持帮扶工作稳定性连
续性，巩固脱贫成果，保障贫困

群众真脱贫、稳脱贫。要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加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大力弘扬新时代奋斗精神，激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内生动
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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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降雨，波涛汹涌。
村名叫渔翁埠，因渔民集聚而得名。“长征第一渡”于

都河的支流——— 濂江穿村而过，把村子分在南北两岸。
“村头有渡口，是中央红军渡江的 8 大主要渡口之

一。”讲故事的郭庆发已 71 岁，他的爷爷叫郭正堂，是 85
年前渔翁埠渡口的船工。1934 年 10 月，渡口和爷爷的渡
船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中央红军红九军团从这里渡
江开始长征。

“江面宽 90 多米，来回一趟要半个多小时。”郭庆发
也在渡口做过十多年船工，送乡亲过江赶集、送学生上

学。2005 年，随着渡口建起渔翁埠大桥，渡船逐渐消失，
渡口出发的故事，却代代相传。

口口相传的讲述犹如一支画笔，共同勾勒出当年渡
河的剪影：伤病员乘船渡江，大部队从渡口下游两三百米
处涉水而渡，渡江后战士们就在屋檐下休整，老乡怎么劝
说也不进屋。

“一些伤势较重的战士，被乡亲们接走。”81 岁的黄
大荣讲述的是奶奶陈招娣的故事。

距离渡口不远，85 年前的田东村黄屋自然村祠堂
里，陈招娣带着乡亲们一起给负伤的红军战士上药送饭，

照料他们起居。1935 年初，在敌军来到村庄前夕，又把战
士们秘密转移到附近山洞，每隔两三天，冒着被杀头的风
险进山照料。

渡口出发的故事，还经党史研究人员代代相传。
“……搭了浮桥，这一工作由我负责，我有一个大儿

子在红三军团，他是在 1934 年重阳节第二天渡过于都河
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的办公
桌上堆满了各种和长征相关的书籍，父亲张德美手写的
30 多本笔记，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里面，红色硬质、蓝色软
皮，有的直接是稿纸。

上世纪 60 年代，在于都县委办做秘书的张德美被抽
调筹办革命历史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
身)，被那段历史深深吸引的他，从此一头扎进和长征出
发有关的走访和记录之中。从将军到苏区老干部，从于都
乡野到西北边陲，此后近 20 年间，张德美走了大半个中
国，访问了 200 多个和长征有关的亲历者。

“要想红旗飘万代，关键教育下一代。”子承父业的
张小平守着“长征第一渡”已 30 余载，如今的他主动向
年轻人靠拢，纪念馆内秉承“红军脚穿草鞋走完了二万
五千里长征，迎来一个新中国”的理念，用草鞋组成一幅
中国地图，已成为寻访源头的游客必拍的“网红”打卡标
记。

于都河流淌千年，岁月冲刷，曾经的亲历者一个个离
去，正是这代代相传的讲述，拼出 85 年前那场伟大转移
的出发图景，记录下铭刻在历史亲历者记忆深处的出发
和离别，成为人们不忘初心，探寻源头，缅怀曾经苦难与
荣光的印记。 (记者高皓亮、邬慧颖、刘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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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历经多大险阻，也必须把发电机背到指定地点，
这是使命！

说起爷爷段九长的长征故事，赣州市于都县段屋乡
胜利村村民段春华有着说不完的话。

悠悠古镇，赤诚红村。置身于红土地，在段春华那带
有浓厚乡音的话语中，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34 年 10 月上旬，中央红军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当
时，中革军委仅有一台发报机和一台手摇发电机，数量稀
少的设备尤显珍贵。长征开始时，组织便派了一个 128 人
的加强连保护这些设备，时年 30 多岁的红军战士段九长
就是其中之一。“我爷爷和战友们就共同担负起背着 68
公斤发电机长征的任务。”段春华说，爷爷曾告诉他，一
开始是 8 个人轮着抬发电机走，可随着连队伤亡的战士
越来越多，抬发电机的人也越来越少。

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段九长和战友们都没有

抛下那沉重的发电机。历经硝烟的发电机染上了红军的
鲜血。到过草地前，一个 128 人的加强连只剩下段九长、
谢宝金和钟起汉 3 个人了。

最终，3 人用生命守护着手摇发电机和发报机抵达延
安，保证了部队信息的传递，也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任务。

段春华说，全国解放后，爷爷向组织上提出辞去公职
回家务农，“他一方面要兑现对我奶奶的承诺——— 回家，
另一方面想回来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

“一个在长征中九死一生的老红军，居然不要任何功名
回家务农，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恰恰就是经过长征锤炼的
共产党人的真实想法和情怀，而且这样的人和事在解放初
期并不是个别现象。”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曾懿华介绍。

如今，放置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发电机，虽
已留下了岁月的印记，但它的故事却未被历史所掩埋。它
承载了红军战士们坚决完成使命的信念；承载了红军战

士们勇于为党牺牲的决心；更承载了红军战士们对乌云
终将散去的信心。

“在爷爷的教育下，我们家几代都在家乡的土地上生
产、生活。家乡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家里也逐渐添置起
了各种家用电器。”段春华说，由于对发电的珍爱，爷爷回
乡后一直关心当地用电的事，并在他 80 多岁的时候亲眼
见证了电网进村，“他当时高兴得像个小孩子”。

随着国家发展，在这块长征出发的热土，从一台用生
命保护的发电机到遍布各村的电网，电力已经从过去稀
缺珍贵的宝贝变成须臾不离的能源。据国网于都县供电
公司党委书记刘晋强介绍，1999 年，胜利村迎来了第一
次电网改造，2015 年进行了第二次农网改造。电压更稳
定了，电能质量提高，走在新时代的段春华一家人如今的
生活越来越红火。 (记者邬慧颖、高皓亮、刘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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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抬着发电机长征到延安

消失的渡船 不变的渡口

这这是是 55 月月 2200 日日拍拍摄摄的的江江西西于于都都
中中央央红红军军长长征征出出发发地地纪纪念念园园内内的的““长长
征征渡渡口口””。。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周周密密摄摄

记者再走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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