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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寻 红 色 地 标

遵义会议旧址东墙边有一棵百年
刺槐，历经风雨雷电的侵袭，却依然坚
挺不倒、生机盎然。暮春四月，槐花绽
放。在槐花清香的包围中，到访的游客
似乎对那段历史多了一分沉醉般的投
入。“正确与否，不是看谁把持话语权，
而是看谁的主张能够经得住枪林弹雨
的检验。”刺槐树下，一名身穿红军服的
游客向围坐的同伴侃侃而谈。记者的
思绪也被他带入到了那个年代。

1935年 1月，一群头顶红军帽的
战士来到这个小院，眉头紧皱、满脸尘
土。不少人心里疑惑：“同样兵力悬
殊，前四次‘反围剿’都胜了，为什么从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
又几乎濒于绝境？”“拿手的运动战怎
么就变成了阵地战、堡垒战？”“从瑞金
出发时的 8.6万人怎么到现在就只剩
3万人？”……红军广大干部、战士逐
渐感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军事指导
方针的结果。

此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军事
指挥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
1935年 1月 15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
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上，周恩来主
动担责错误决策，张闻天奋起反击

“左”倾路线，毛泽东强烈坚持正确
主张……激烈的讨论碰撞出了真理
的光芒。遵义会议最后形成决议，结
束“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
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

导地位。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此后，红军重整旗鼓，再度展开灵活机
动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
草地，纵横驰骋到陕北。

一阵春风吹过，槐花洒落在人们
的肩头。定眼凝望这棵百年刺槐，它
的生命历程，难道不正像是历经挫折
而最后取得胜利的红军长征？让它能
够坚韧如斯的，正是其拥有了一个坚
强的核心，以及绕着这个核心一圈又
一圈经年生长的高密度年轮。

历史飞云过，血脉赓续传。2015
年11月24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
动员令传檄万里。从那一天开始，人
民军队开始了日新月异的“新闻播
报”：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
部队成立；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成立
大会举行；陆军 18个集团军番号撤
销，调整组建的 13个集团军番号公
布……这些改革动作触及之深、涉及
之广，皆可冠之以“最”。全军将士坚
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积极响应
习主席号令，闻令而动，不折不扣，坚
决执行，在强军兴军的时代答卷上再
显长征精神底色。

走进新时代，踏上新长征，前方
还有许多的“腊子口”“娄山关”。但
我们相信，赓续红军长征精神，人民
军队会勇往直前，不断创造新的更大
的辉煌。

百年刺槐的长征印记
■本报记者 鲁文帝 特约通讯员 李 锦 康 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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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任编辑 朱宏博 徐晶晶

战争年代，黄克诚将军曾在朱家大院
指挥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黄克诚离开
后，朱家四代人精心守护着朱家大院，把

“守护老宅”列为家训，代代相传。
走进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益林镇西

南村，在一排排崭新的现代化农家小院
当中，灰色砖瓦的朱家大院十分显眼。
绿竹倚墙，条石铺地，还有略显斑驳的紫
铜色梁柱……经历几十年的风雨，朱家
大院几乎仍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今年68岁的朱如松，是朱家大院第
四代守护人。20世纪40年代，老宅的主
人是朱如松的曾祖父朱立品。1944年

11月的一天，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的黄
克诚来到老朱家，朱立品特意腾出主卧
东房给黄克诚居住。

在这个老宅，黄克诚指挥新四军三
师将士和盐阜、淮海地区几百万群众打
击日本侵略者和日伪军。1945年 9月，
日本投降之后，黄克诚离开了朱家大
院。从那时起，朱立品就立下家训——
要世世代代守护这座老宅。

1962年，朱如松的祖母去世，当时
朱家的生活十分拮据，连老人下葬的棺
材都买不起。村里人建议把老房子的
木材拆下来给老人做棺材。但是，祖父
朱进芝说：“朱家老宅是革命历史的见
证，谁也不能动。”最后，朱家后辈只好
把厨房上梁的荆条拆下来拿去换钱，才
给老人做了寿木。到了20世纪80年代，

朱如松的父亲朱九湘和叔叔二人长大
成人，要分家立业。有人提出要把房子
拆成两半，朱九湘断然拒绝。

2008年，朱九湘去世，朱如松成了
朱家大院的主人。朱如松秉承家训，细
心维护这老宅。来到黄克诚曾住过的
卧室，老式木床、衣柜、桌椅、箱子仍是
原位摆放，桌子上还放着钢笔、煤油灯，
好像黄克诚从未离开过这里。

2008年，益林镇政府找到朱如松，
商量修缮老宅对外开放参观事宜，朱如
松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朱家大院对外
开放后，朱如松还担任起了义务讲解
员。在讲解中，有几个故事，他每次都
会讲道：“黄师长还经常借钱给村里百
姓，让他们去做生意用”“那年腊八，祖
父叫黄师长来吃腊八粥，黄师长怎么都

不来，怕添麻烦”……
如今，在朱如松的带动下，身为小

学老师的妻子顾秀萍成了朱家大院义
务讲解员，连在阜宁县生活的大儿子朱
海亮、在南京市生活的小儿子朱海明也
会时不时回来做讲解。

家风正，则后代正。每逢假期，朱
如松常会给孙子孙女讲过去的故事。
朱如松面带微笑地告诉记者：“让‘红色
家风’代代相传，是件幸福的事儿。”

� 为他点赞

老人们常说：“三岁看到大。”孩子
将来的成长进步、安身立命与良好的家
风息息相关。良好家风非一日形成，需
代代传教。老朱家四代人接续传承红
色家风，坚守的不是与名人结交的炫耀
资本，而是一个家庭应有的民族大义。

老朱家的“红色家风”
■本报记者 裴 贤 杜怡琼 通讯员 葛万才

本报讯 邓贵生、记者贾勇报道：4
月 23日至 25日，山西省军区在朔州组
织“弘扬右玉精神，推动国防动员建设”
现场观摩会，省军区领导及该省各军分
区主官参加了此次活动。省军区政委
郭志刚说：“朔州市探索了如何把弘扬
右玉精神与国防动员建设相结合的方
法路子。这些年，他们接力落实两个国
防动员建设三年规划，连续5年开展‘大
调研、大宣传、大编组’活动，很好地体现
了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右玉精神。”

何为右玉精神？山西省右玉县地处
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曾风沙成
患、山川贫瘠。60多年来，右玉县20任
县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带领全县干
部群众坚持不懈植树造林，把当地林木
覆盖率从解放初期的0.3％提升至54％，
创造了绿色奇迹，培育了右玉精神。“右
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
在长远。”习主席多次讲到右玉精神，并
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大力学习和弘扬。

学习右玉精神，朔州军分区怎么办？
党委一班人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过程中，找到了弘扬右玉精神的实践
载体——国防动员。“国防动员是战争
潜力转化为战争实力的桥梁纽带，国防
动员战时显威力，靠的是平时打基础。
国防动员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周期长、见
效慢，这恰恰需要用坚持不懈的右玉精
神来引导和激励官兵，以功成不必在我
的精神状态去干事创业。”朔州军分区
司令员刘义清说。

在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在民兵武器
装备仓库，在北斗技术、无人机、煤制油
等军民融合项目现场，朔州国防动员建
设的进步和成效让观摩人员惊叹不
已。不少人表示：这非一朝一夕之功。
有看头，有学头。

朔州市的动员工作基础比较薄弱，
存在着协作机制不够健全、组织机构不
够完善、考评问责不够有力等问题。面
对难题，朔州军分区逐个解决：首先，他
们建立国动委专业办公室集中办公制
度，保证动员工作有人抓；在此基础上，
他们明确强组织体系建设、抓力量体系
转型、促动员潜力转换等5个目标，把目
标任务分解到2014年至2020年两个三
年规划之中，并为每个目标详细制订了
路线图、时间表；同时，他们联合市委、
市政府出台《全面提升新体制下朔州市
国防动员力的意见》，制订国防动员军

地联合考评机制，形成抓建合力。近年
来，在保障部队演习过境、战备道路维
修、支援矿难救援中，朔州军分区发挥
了重要作用。2018年3月，朔州市政府
主要领导专程到军分区现场解决国防
动员建设矛盾难题。

“朔州市的经验成果在全省推开
后，右玉精神将为全省国防动员建设注
入新动力。”省军区司令员邹小平告诉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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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一个人，当从触及灵魂开始。
在“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
教育中，山东省军区组织官兵对照革命
先辈事迹进行深度自我剖析，在寻找差
距中激发“知耻而后勇”的行动自觉，提
高干事创业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烈士遗像前，扪心
自问“这个世界和平吗”？

聚焦打仗绝不容许
有任何虚光

“这个世界和平吗？”近日，莱芜军分
区把“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讨论地点
放在了莱芜战役纪念馆。在维和烈士杨
树朋的遗像前，莱芜军分区领导的这一
发问似重槌击鼓，敲打着每名官兵的内
心。“我们告慰烈士最好的方式就是扎实
训练谋打赢。”

在前期调研中，省军区发现，部分人
嘴里喊的是“时刻为战争准备着”，心里
想的却是“上不了第一线，打不了第一
仗”，在行动上更是宁愿让训练标准降一
降，也不想在施训中担一点责……

“聚焦打仗绝不容许有任何虚光。”
省军区在开展主题教育中严查训风不实
问题，坚持“谁的问题谁负责”的原则，翻
箱倒柜查找与实战化要求的差距，对发

现的问题不保留，对该处理的责任人不
留情。“民兵训练，简单课目重复训，复杂
内容简单训，难点课目跳过训，以骨干训
练代替单兵训练、以整组点验代替快速
动员演练……”在检查某军分区组训时，
省军区工作组一下子指出了几十个问
题，让该军分区领导脸红冒汗。

在找准矛盾问题、短板弱项的基础
上，省军区还要求区分个人和单位制订
整改措施，边查边改、立查立改，督促官
兵把精力聚焦到真备实练上来。

面对战斗英雄，敢不
敢说“关键时刻看我的”？

没有舍不下的利益，
只有提不高的境界

“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4月中旬，“八一勋章”获
得者、山东省枣庄军分区政委韦昌进的
事迹报告会在省军区官兵中引发强烈
反响。

省军区系统既有现役官兵、职工，又
有专武干部、民兵，人员种类多，思想难
统一。特别是在人员编余、干部分流的
当口，不少潜在的现实思想问题浮出水
面。韦昌进的报告解开了很多人的思想
疙瘩，尤其枣庄军分区机关干部，纷纷当

着韦昌进的面立下了“服从组织安排”的
保证。一名主动提出转改文职的干部
说：“没有舍不下的利益，只有提不高的
境界。关键时刻，咱也敢喊‘看我的’。”

在主题教育中，青岛第六离职干部
休养所组织了“红色回忆”实物展，展示
的老照片、老物件都是从老干部家中收
集而来的，这吸引了众多老干部及官兵
前来观看。老干部田春说：“这些老物件
又让我想起了当年埋头干革命的场景。”
多年来，田春从来没向组织提过任何待
遇要求，哪怕是在改革中不少人担心保
障标准会不会调整的时候，老人也是气
定神闲。

听了支前故事，想没想
“千万个小推车咋来的”？

帮扶群众就是帮军
队自己建后盾

当前，在帮扶群众致富上，有的官兵
认为这非主责主业，帮扶不用心，只拣好
干的，不啃硬骨头。对此，处在沂蒙革命

老区的临沂军分区在主题教育中专门对
此纠偏。

近日，临沂军分区组织官兵参观红
色遗址，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刘正本
踏访红嫂纪念馆，聆听当年乳汁救伤员、
红嫂架火线桥、小推车送粮等支前故事，
让他深切感悟到“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
山”的真理。

“我们有没有想过‘千万个小推车
咋来的’？”在次日的讨论交流中，刘正
本带来了一双作战靴。刘正本曾在“沂
蒙旅”工作。“沂蒙旅”是从沂蒙老区走
出的部队，曾连续 3年到山区帮助群众
植树造林。有一年，前来慰问的地方领
导发现该旅官兵穿的作战靴因踩山石
磨损严重，就想到利用沂南县制鞋产业
的优势，为该旅定做了 3000多双“拥军
战靴”。

时移世易，在拥军中，鞋垫升级成作
战靴，小推车升级成工程车，小米粥变为
现代化设备。不少临沂军分区官兵感
言，平时帮扶群众，军队打仗的时候才会
有“千万个小推车”来支前，呵护军民鱼
水之情是帮军队自己建后盾。

在与革命先辈对照中触动灵魂
——山东省军区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见闻

■本报记者 宫玉聪 熊永岭 特约记者 刘永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