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福州 6 月 20 日电(记者谢良、刘斐、陈弘
毅、吴剑锋)这是一次生命的伟大远征———

福建长汀誓师西征的红九军团，宁化出发的红三
军团第四师、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等将士们，虽不知此去
何方，但他们有一个信念：“改造中国”；

把一切献给红军的苏区百姓，有一个心愿：“胜利
了红军就会回来”。

这是一次信仰的伟大胜利———
黑云压城城欲摧，他们坚信：“跟着党才有出路！”
长征万里雄关道，他们坚信：“革命最终会成功！”
相信就是力量，信仰就是力量。

今天，走进长汀、宁化，无须刻意寻找，就能感受
到：当天色还是黝黑时，他们信仰的翅膀，已迎着曙光
飞翔。红土地上，风展红旗如画。

信心，令他们矢志追随

中复村观寿公祠前，“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
公里处”石碑静立无声。

一队身着红军军装参观的
队伍，整齐划一拾级而入公祠。

时光仿佛回到 1934 年 9 月 30
日。

正是秋天，稻浪金黄。而炮
声正隆。红九军团誓师大会前的
歌声特别嘹亮，当天许多村的赤
卫模范连、少先队补充加入。

送行的村民路过战士身边，

就顺手把鸡蛋、苞米塞进他的口
袋；有的妇女赶了十里路，寻见
丈夫红着眼说：“我不是拉你回家
的，好好干，等你回来”……
十送红军，为何不舍？踊跃参

军，舍家为何？
一担担沾着泥巴的鞋可以

作答———
出发前，区、乡苏维埃政府

干部挑来群众送来的一担担布
鞋、草鞋，战士们好奇，许多鞋上
怎么还沾着泥巴？

原因让战士落泪。听说红军
又要出征，老百姓从脚上把鞋脱
下来，交给村里的支前队。他们
说：“鞋来不及做了，把这些穿过
的鞋拿去吧，行军打仗少不得。”

一双沾泥的鞋，丈量出军民
的鱼水之情。当生活在水深火热
中的百姓亲眼看到，红军把他们
从地主、民团、国民党军的压迫下解救出来，能不拥戴？
他们相信，这的确是一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

长汀县红色文化讲解员赖光耀的奶奶，亦是送行
百姓中的其中一个。红军长征前，她每天要挑两担粮
食、物资，走 60 公里路，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又为当地
游击队运粮。“年轻时走路用膝盖太多了，结果奶奶才
60 多岁就走不动路了。”

60 公里，两条腿。在拥戴的人面前，何惧更长的路，
更高的山？他们相信，一颗红星就是一个希望！赖光耀说：
“朴素的情感让乡亲们就算一命换一命，也要报答红军。”

中复村红军桥头的一道刻痕见证———
这是一条红军招兵的最低门槛：一支长枪加一柄

刺刀的高度，大约一米五。这样，可以确保新兵背起枪，
走上战场。

红军桥上的一幕，在战士钟根基此后战斗生涯里
一直难忘。行至红军桥，向于都集结时，钟根基和 16 个
同村发小齐刷刷地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就要替死
去的兄弟尽孝！”

20 多年后，钟根基解甲归田，履行起昔日的誓言，
无论本村还是邻村，他都去帮助入殓抬丧，直到耳聋背
驼抬不动了为止。

在长汀，在宁化，参军的儿郎，少有人生还。即便是
这样，许多身高不足的少年在鞋里垫上报纸，在鞋底绑
上几层草，甚至晚上偷偷改矮刻痕，以达到参军标准。

这是生命的丈量，面对红军的召唤，他们选择投身
革命，向死而生，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他
们于水火，只有跟党走才有出路。

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处长钟兆云说，苏区的老百
姓哪怕不大懂革命大道理，也都愿意相信红军所说的
美好社会，而这种相信的来由之一，就是看到家家分田
地，不再吃苦挨饿。所以，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信心。

这信心，迸发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蓬勃伟力。

信念，令他们前赴后继

长汀松毛岭上，鲜血浸入沙土，漫山杜鹃。

85 年前，面对国民党军火炮、飞机轮番轰炸、敌人
三个整装师疯狂“围剿”，红军和数以万计的长汀地方武
装坚守阵地达七天之久。

在红九军团撤出战斗后，红二十四师仍继续捍卫
这个阻挡国民党军西进的重要关口，为掩护中央红军
主力集结长征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此役，红军牺牲
4000 余人。

阵地一次次被攻占，红军又一次次地夺取回来；前
面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后面的士兵又一个个拿起枪冲
上去……

一位被担架抬下来，胸部中弹“开花”的战士，抓着
卫生员的手说：“帮我包上，一会儿我再上去打。”还没
来得及包扎，他却再也无法醒来。

谁不珍爱生命？手握步枪、大刀的红军，面对装备
精良的敌人，为什么能不畏牺牲、前赴后继？

答案是信念。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信念战胜恐惧，才有英
勇无畏。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是他们前赴后继的朴素

志向。

“普通士兵和老百姓或许不懂‘主义’，但他们坚信，

就算自己死了，只要革命成果保住了，子孙后代都能过
上好日子。”长汀县红色文化讲解员钟鸣说，为别人而
活、为后世而死，使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延续下去，这
样的奉献也是“红军精神之魂”。

信念创造奇迹。有人惊叹：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
于送命。他们是人还是神？

你能想象一个师，担起后卫掩护中央红军数万人
的重任？

湘江战役中，6000 名闽西子弟组成的“绝命后卫师”

红三十四师为掩护主力红军突围，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接到作战任务，这些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没
有人知道，命令下达的那一刻，他们是否意识到这或是
永别。

中央红军部队离他们远去，敌人从各方向包围而
来，红三十四师孤立无援———

寻找敌人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
战争；

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
血！

这就是将士的宣言。胸怀信念，他们与十几倍于自
己的敌人殊死搏斗，他们的壮举气吞山河。

数据统计显示，在整个苏区时期，闽西先后有 10
万工农子弟参加红军和赤卫队，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
红军 8 . 6 万人中有 2 . 6 万闽西儿女，到达陕北时仅存
2000 多人，长征每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儿女倒下。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
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
这一切。”

在理想面前选择献身，用意志和勇气对抗险阻，这
就是红军将士之所以谱写出壮丽史诗的根本所在。

1935 年 1 月，唐义贞在长汀被国民党军抓获前，
将一份党的机密文件吞入肚中，国民党军竟残忍地剖
开她的腹部，予以杀害，时年 25 岁。

同年 2 月，何叔衡在长汀遭国民党军围捕，不愿
拖累队伍，纵身跳崖后被枪杀，时年 59 岁。

同年 6 月，瞿秋白在长汀坦然走向刑场，用俄语
高唱《红军歌》《国际歌》，从容就义，时年 36 岁。

……
那一刻，他们放弃了生命，却没有放弃“必定为革

命奋斗”的坚定信念。

信仰，令他们坚韧不折

直到 40 年前，罗广茂在拆建家中谷仓时，发现了
被油纸布包裹的军号谱，霎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这本用于行军打仗的“密码本”，他视同生命。1934
年，罗广茂作战负伤四处藏匿，颠沛流离中军号谱不
知去向。解放后，罗广茂多次在长汀、宁化寻找未果。
心结化不开，他常常独自坐在院中，翻出号嘴，吹上几
段，然后紧紧攥在手里。

把军号谱上交组织的那一刻，老人兴奋得像个孩
子。对他而言，40 多年漫长等待，
每一天都是煎熬，这天终于实现
了当初“人在，号谱就在”的诺言。

是什么力量支配他能够忍
受痛苦，为之等待，为之倾心？

翻阅中央红军主力开启载
入人类史册的长征史，我们寻找
答案———

在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
红军牺牲的路上，他们愈挫愈
勇、英雄辈出；在途中被打散了、
负伤了，但他们找寻队伍的脚步
却从未停止。

龙岩籍红军烈士张仰的孙
子张敏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长征中担任红三十四师 101
团参谋的张仰在广西左江负伤，
伤情略好便取道寻找部队，沿途
求乞，终于回到龙岩游击区找到
党组织。

张敏说，信仰在支撑着爷
爷，“只要尚存一息，就要找到组
织”。

三年留守苏区的游击战中，
国民党军采用“车干池塘水，捉
尽水底鱼”的狠辣手段，隔绝了
游击队与群众的一切联系，致使
游击队一连数月无粮吃 、无衣
穿，甚至完全靠野草、野果、野菜
充饥。游击队员们依然英勇作

战，多次打击了敌人，并发展壮大了队伍。
怀着信仰去战斗，他们就有了双重武装！
国际社会越来越多人认为，红军长征是 20 世纪

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他们也在追问，
这支队伍衣衫褴褛、缺枪少弹，信仰从何而来？

这信仰来自党对真理的孜孜追寻。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与悲壮的革命征程中，这种追

寻也从未止步。三湾改编，确立“党指挥枪”“支部建在
连上”的根本原则；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
军”的鲜明底色……一支农民为主的军队建设成了强
大的新型人民军队。

这信仰来自党的宗旨在人民群众中的扎根实践。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一组数据让人慨叹：
在长汀，1 . 72 万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 12 个人，

就有 1 人参加红军；

在宁化，长征前夕民众广泛支前，共筹集粮食 950
多万斤、钱款 54 万元

……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91 岁的钟

宜龙在长汀家中的这对门联，刻画了闽西大地上人们
对长征精神、红色基因的传承。

钟宜龙一家有 40 名烈士。2016 年，钟宜龙自费
20 多万元将祖屋修缮一新，把半个世纪来搜集的长征
故事张贴到墙上，做成一个草根红色文化展。

“万里江河总有源。”钟宜龙说，“我只希望把他们
的光辉事迹传承下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参与采
写：李松、梅常伟、刘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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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不忘初心

新华社成都 6 月 20 日电(记者杨迪、张海磊、叶
昊鸣)在四川长宁地震灾区大大小小的安置点上，最
为醒目的是高高树起的党旗，随处可见的是帐篷里
的临时党支部、党员服务队和党员胸前佩戴的党徽。

震后 72 小时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人民群众
的安危和需要为己任，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
的初心、使命。

灾情就是使命

6 月 17 日晚，宜宾市消防救援支队长宁县大队
宋家坝中队副中队长李武云刚刚忙完日常工作，正
要就寝时，地震来袭。接到上级调度指令后，李武云
迅速组织第一批次救援力量，冒着滚石和余震向震
中挺进。

作为第一批赶到灾区的救援力量，李武云和队
友抵达双河镇葡萄井村后，及时组织、发动群众，现
场调集挖掘机、吊车配合当地救援人员。中队分成两
个小组，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进行营救，率先救出两名
被重度埋压的受困人员。

如今，李武云和他的队友们依旧在前线进行着
救灾工作。

“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挺身而出，绝不
退缩，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践行消防指战员赴汤蹈火、
竭诚为民的神圣使命。”李武云说。

灾情就是命令。第一时间，是党员干部带头冲
锋，党员突击队、党员先锋队、党员(青年)志愿服务
队、民兵应急队等救援力量急赴灾区。

17 日凌晨 0时 45 分，当国网四川电力(宜宾)
共产党员服务队携带应急装备抵达震中时，现场一
片漆黑。大量受伤群众急需救治，但医疗点上也是摸
着黑紧张救治。

时间就是生命。在队长陈凌的带领下，队员们分
工协作，采用大型应急发电车发电暂时为医疗点提
供应急电源。凌晨 2 时，共产党员服务队为灾区亮起
第一盏应急照明灯。

哪有困难，哪就有党员

截至 20 日 15 时，长宁地震已累计转移安置
81396 人，其中通过就近集中安置方式设置大型临时
安置点 27个，安置受灾群众 29860人。

震后，宜宾市委组织部及时组织先期抵达现场
的各类救援队伍在各安置点成立临时党支部，迅速
建立应急保障、医疗服务等党员先锋队 15 支，设置党
员志愿者服务点 259 个，组织党员积极投身志愿服务
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找得到组织、找得到依靠。

长宁县公安部门在双河镇的三个安置点分别设
置了“帐篷警务室”，每个“帐篷警务室”前树立一面
党旗，党建引领救灾，党建统筹勤务，“搭起”了维护
灾区社会秩序稳定的平安信心。

“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看得见，在群众最需要的
时候找得到，在群众最危难的时刻先出现，这是设置
‘帐篷警务室’的初心和使命。”双河镇派出所副所长

卿海军告诉记者。
正在接受党性教育的长宁县“年轻干部铸魂工程”第二期培训班 48 名学员，在

震后的第一个清晨就把课堂“搬”到了双河镇的集中安置点上，协助分发救援物资、
统计受灾群众安置情况、了解群众迫切需求。

珙县针对灾区党员群众受地震影响情绪波动较大、产生负面情绪等问题，精心
选配经验丰富的党课师资力量，主动将“坚守初心·心手相连”抗震救灾流动党课
“搬”进安置点，宣传党的政策、抗震救灾举措，收集群众对灾后重建的想法。

为了人民就是初心

记者见到刁萍时，她的嗓子已经哑了，但说起话来依然活力十足。这位 49 岁的
珙县珙泉镇南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在震后三天里几乎没怎么休息，一直坚守在抗震
救灾第一线。

地震发生后，刁萍穿着一身浅灰色的涤棉睡衣从家里逃出来，之后就一直和其
他社区干部一起疏散、转移和安置受灾群众，一连忙活了 18 个小时没法回家换衣
服。

穿着睡衣的刁萍出现在组织搭建帐篷的现场，出现在救灾物资发放的现场，出
现在为受灾群众分发早餐的现场，出现在逐户走访排查的现场。

“那身睡衣实在太不雅观，现在想来多不好意思。”刁萍说，一想到穿着睡衣出
现在群众面前就觉得有损社区干部形象，但救灾工作千头万绪，实在腾不出时间。
连她卧床瘫痪的 82 岁老母亲都没顾得上去看一眼，只能让丈夫照顾。

“18 日晚上我回家陪了老人一会儿。她一切都好，只是刚开始有些害怕，但她
说她支持我的工作。”说到这里，这位坚强干练、为人热情的社区干部也忍不住抹起
眼泪。

在灾区，像刁萍这样的党员干部还有很多。他们不顾自家受损的房屋，放弃了
陪伴照顾家人，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当记者在双河镇桂花村五队村民安置点看到代理村主任向昌云时，他正忙着
发放物资。三天来，他一直为了妥善安置受灾村民跑前跑后，只睡了 3 个小时，如今
声音嘶哑、满眼通红。当余震发生时，他仍然会下意识地问身边人：“大家都出来了
吧？”

匆匆接受完采访，他转身又跑回安置点去。“预报说今晚有雨，要去看看防范措
施做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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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灾一线诠释“初心”“使命”

四川宜宾长宁发生 6 . 0 级地震，牵动着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心，广大干部群众
把搜救人员、抢救伤员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减少了伤亡，在抗震救灾一线生动诠释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唯有不忘初心，方可一往无前。广大党员干部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化
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着力解决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水火关头的紧要事，以实际行动彰显初心。

牢记使命，就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动力。当前正值汛期，震区连续降
雨。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各有关方面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发扬不畏
艰险、连续奋战的精神，积极组织开展抢险救灾和重建工作，防范发生次生灾害，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更好担负起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职责。

(记者王立彬)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风 展 红 旗 如 画
来自长征出发地长汀、宁化的红色信仰报告

青山巍巍，松柏苍苍。位于福建长汀的中复村，距
离松毛岭不远的地方，一方坟冢映衬萋萋芳草。

墓碑的主人叫钟奋然，坟冢里埋的不是尸骨，而是
几十件衣裳和鞋子。

1934 年，长征前夕，松毛岭保卫战在此打响，
《长汀县志》记载：“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
事之剧，空前未有。”那一年，数万闽西子弟兵奔赴红
军桥，或投身前线，或踏上长征，成为这支红色力量中
的一员。

彼时，钟奋然刚刚度过新婚在家的两个晚上，便加
入红军走上长征。“郎当红军莫念家，专心革命走天涯；
十年八载不算久，打倒反动再回来……”长汀一带流行
的山歌没能唱出钟奋然的命运，自此之后的近 30 年
里，妻子赖二妹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今年 84 岁的钟开衍在父亲离开一年后出生。他回
忆，父亲走后，一家人陷入了苦难的生活。1935 年，国
民党占领长汀城后，不仅挖去奶奶的眼睛，还让母亲服

劳役参加机场建设，在此期间，挑扁担的母亲曾被一枪
托砸成跛脚，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能靠板凳行
走。

“红军在的时候分田地，红军走后，家里又没了土
地，母亲只能靠砍柴维生。”钟开衍说，我小时候，母亲
会挑着柴走街串巷卖给大户人家，换来一点微薄的收
入供养孩子和婆婆，“有吃的就吃，没吃的就饿肚子”。

对于钟开衍来说，这个素未谋面的父亲，是一家人
艰苦岁月里的信念支柱。“我们从没想过他会牺牲，觉
得他一定会回来。”钟开衍说，为此，尽管家徒四壁，依
照客家传统，母亲每年仍会为丈夫缝制衣服和鞋子。这
一习惯坚持了近 30 年，直到 1963 年，一纸烈士证书传
到家中。

半个多世纪过去，钟开衍对那天的情形仍记忆犹
新。“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母亲又哭又笑。”他说，哭的
是这么多年一个人含辛茹苦将孩子养大，却看不到他
回来那一刻；笑的是父亲为党光荣牺牲，终于有了音

讯。
而后，赖二妹在离家门口 50 米远的地方为丈夫修

建了一座坟冢，将 30 年来一针一线缝制的衣服鞋子埋
在其中。从此，与丈夫坟对门，门对坟，生死相依永不分
离。

这个故事如今走出了大山，以此为原型，福建省歌
舞剧院创排了民族歌剧《松毛岭之恋》，将闽西苏区的
儿女情长带往全国各地。

这是红土地上的儿女情，也是舍家为国的军民情。
现在，钟开衍和两个孩子的房子都坐落在衣冠冢附近，
平日坐在窗前，仍能望见这个不太起眼的坟冢。

钟开衍的大儿子钟萌芳说，记忆里奶奶说了很多
过去的苦日子，但他记得最深的是奶奶的嘱托：“要跟
着党走，现在的日子是爷爷他们的牺牲换来的，以后一
定要好好报效祖国。”

(记者吴剑锋、李松、梅常伟)
新华社福州电

为了远征，那一场 30 年的情感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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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记 者 再 走 长 征 路

▲ 6 月 17 日，在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的观寿公祠，媒体记者在重温当年红军长征前的场景。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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