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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红色历史，让国防根
基厚植全民心底

从蒙自驱车40分钟，达到查尼皮山脚。从
山脚拾阶而上，中共云南一大会议简介石刻、
浮雕墙、茅草屋遗址、陈列馆等依次排列，一张
张弥足珍贵的资料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文
物，都在诉说着当年的历史。

这里是云南著名的红色地标。1927年大
革命失败后，组建不到一年、尚处于襁褓中的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面临严峻的考验：党组织力
量弱小，斗争经验不成熟；反动力量强大，白色
恐怖笼罩全国。

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一次
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点燃了云南革命的星星
之火，并形成了燎原之势。“抗日战争，红河军
民固守红河天堑，御敌于国门之外；解放战争，
云南反蒋武装斗争在红河发端；边境作战，红
河成为西线主战场……”红河州州长罗萍告诉
记者，红河是云南革命的摇篮和沃土，要深入
挖掘，把更多的重要史实、感人故事、革命精神
展现给人们，助推全民国防教育深入人心。

欲行大道，必先知史。寻甸县柯渡镇丹桂
村，是闻名遐迩的红军村。从空中俯瞰柯渡坝
子，坐落在村里的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犹如一
粒巨型种子，栩栩如生。80多年前，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曾两次经过寻甸：1935年4月，中革军
委在七星镇鲁口哨发布“4?29”渡江令抢渡金
沙江，写下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传奇的一笔；在
柯渡镇丹桂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指挥作战，留下了长征路上可
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漫步丹桂村，“红军北上抗日，保护工农利
益”“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等标语，至今保
留完好，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鱼水深情
的历史见证。毛泽东看望红军四老、朱德找金
阿訇道歉、小英雄肖粉香以及八音钟、小军号、
回民班等一个个发生在柯渡、发生在寻甸的故
事，仍广为流传。

如果说旅游是云南的一张名片，那么红色
历史则是厚植国防情怀的另一张名片。位于
楚雄市三街镇的三街烈士陵园是该市安葬烈

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烈士陵园，长眠着建国初
期在征粮工作和剿匪斗争中牺牲的陈海、王金
英、倪茂等20位烈士。自该市把红色教育作为
党员干部必修课以来，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党员
干部来到革命先烈故居接受国防教育。三街
镇干部张必顺说：“每次教育活动，我都深刻感
受到革命先烈至死不渝的革命信仰，作为后来
人只有坚定信仰，才能不忘使命。”

“28名船工利用7艘木船和几十只木筏，仅
用4天3夜，就把1.8万余名红军安全送达金沙
江东岸……”9月初，在云南省丽江军分区预定
新兵役前训练间隙，教官向参训青年讲述红军
巧渡金沙江的历史，令大家在学思践悟中感悟
红色文化、坚定从军信念。

打造红色工程，让红色阵
地擦亮国防名片

作为红色热土，如何传承红色基因推动全
民国防教育走出的路子？近日，记者走访云南
多个州市找寻答案。

沿着楚雄市西山公园林荫小道漫步而上，
道路旁的红色教育展牌格外引人注目。顺着
山路来到山顶，英烈纪念碑巍然矗立，反映楚
雄人民浴血奋战的浮雕栩栩如生。

“这里不仅是全州党史党性教育基地，还
是涵养群众国防意识的教育走廊。”楚雄州委
党史研究室主任侯志荣告诉记者，着眼维护、
建设一批“遗址遗迹设施完好、配套服务体系
齐全、教学内容丰富、教学功能完善”的红色教
育基地，在第一批命名 17个“楚雄州党史党性
教育基地”基础上，今年 7月，他们继续建设第
二批17个党史党性教育基地，为开展党史党性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场所。

从蜿蜒流淌的金沙江到连绵起伏的哀牢
山，一个个红色教育基地连点成线，串成一条
环形的红色文化教育走廊，广大党员干部从一
个个红色课堂里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
烈、传承红色基因。每个基地均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配备管理人员，配强、配精教师（讲解
员）。同时，健全日常管理制度，将制度上墙，
将管理队伍、服务事项和教师（讲解员）公开，
做到管理规范、教学规范。

从楚雄市区出发，一路向西沿南华、姚安
向北至大姚，是楚雄州重走红色路线、聆听红
色故事的一条精品红色旅游线路。着眼建立
一批红色阵地，近年来楚雄军地深入挖掘红军
长征历史遗迹，加快“红色旅游”精品旅游线路
建设，全力打造“红色彝州”国防教育品牌。

“红色文化遗址是历史教科书，是国防教
育的宝贵资源。”迪庆州尼西乡上桥头村红军
桥是该州一处红军长征遗址，桥身由铁链搭

成、上面铺设木板。前些年，受地震影响，铁桥
两头的水泥支架有部分开裂、破损，加之周围
村寨牲畜、摩托车私自穿行，给桥体带来了巨
大负荷。去年11月初，迪庆军分区在奔子栏镇
成立民兵巡桥护桥队，负责在桥头张贴牲畜车
辆禁止通行提示牌、修复桥体损伤、定期进行
巡查，对革命遗址进行保护利用。

“游客三五成群，馆内配有讲解员、有影像
视频滚动播出，社区广场上民兵和社区居民正
在练唱红色歌曲……”元旦当天，记者在金龙
社区国防教育基地看到，这个面积不足 300平
方米、以“兴盛番族”主题打造的小型国防教育
场馆将红色历史和藏族文化巧妙地融合一体，
设置了 9个展示板块，吸引了不少游客。然而
在两年前，这里因后续资金拨付不及时，维护
管理不到位而一度荒废。去年10月底以来，迪
庆军分区和香格里拉市各投入25万元，对场馆
进行重新整修，从社区挑选3名有一定学历、普
通话较好的居民担任讲解员，政府给予一定补
贴，人武部组织民兵对场馆内容进行更换，有
效解决了国防教育场所人员无编制、日常无维
护等老大难问题。

在云南，红军长征渡口、陆军讲武堂、扎西
会议会址等 170处革命遗址，是对广大干部群
众和部队官兵进行国防教育的宝贵财富，成为
各界群众感受战斗雄风、汲取爱国力量的“加
油站”。近年来，云南省军区牵头协调省委宣
传部、党史研究室、民政厅等部门和单位，对全
省革命遗址进行全面考察，积极寻访健在的老
游击队员，搜集整理图文史料并修建了多个纪
念馆，让革命先辈当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完
整地呈现出来，现已建成 9个国家级国防教育
示范基地和 52个省级国防教育基地。这些基
地现已成为开展红色旅游、宣传红色文化、普
及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

赓续红色基因，让爱我国
防成为时代风尚

“走进麻栗坡烈士陵园，登上老山主峰，重
温那伟大而光荣的时刻，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
的震撼。”今年清明节前夕，云南省委党校中青
班一位学员参观完老山主峰后，在留言簿上写
下了这样的感言。

历经战火更知和平可贵。自云南省委组
织部 2013年 7月把国防教育纳入党员干部必
修课程以来，每年组织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来
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老山作战纪念馆、老山主
峰、老山支前参战纪念馆、曼棍将军洞、天保口
岸国门，开展“走老山路、听英雄故事”等活动，
强化国防意识。

每逢清明、“八一”前夕，在云南的多个红

色革命教育基地，都会有学校师生和干部群众
前来凭吊革命烈士，在观看声光电结合的展览
和聆听英雄事迹的讲解中，接受国防教育。

“这是我珍藏多年的毛主席像章，现在全
部无偿捐赠给我们的军事馆。”去年 6月，听到
红河州革命军事馆开始筹建，建水县西庄镇89
岁的钟宝灿老人主动联系蒙自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要求将自己珍藏的96枚不同时期的毛主
席像章赠予军事馆。

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杨林接过这些沉甸
甸的像章后，将一本大红捐赠证书回赠给老人。
在了却这个心愿3个月后，老人与世长辞，而他
捐赠的毛主席像章连同老人捐赠事迹一起被陈
列于红河州革命军事馆第3展厅的显著位置。

文山州麻栗县天保镇有一所远近闻名的
帐篷小学。当年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官兵将失
学孩子召集在一起，在两顶军用帐篷内教书。
如今，一茬又一茬学生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免
费教育，但楼前两顶迷彩帐篷仍是最受学生青
睐的活动室，每次看到穿军装的叔叔，孩子们
就会兴高采烈地打招呼。

一幅幅和谐温暖的画面，记录着赓续红色
基因助推全民国防教育带来的喜人变化。据
了解，目前，驻滇部队军官住房纳入地方经济
适用房优惠供应范围，近百名现役干部乔迁新
居；石林、玉龙雪山、泸沽湖等近百个景点向现
役官兵、残疾军人、离退休军人免费开放；100
多家等级医疗单位对军人、随军家属及子女和
离退休老干部优待就医；军人子女入学享有免
缴学杂费以外的各类赞助、集资费等优待。这
些爱军之举营造了尊重军人奉献、维护国防地
位、履行国防义务的社会环境。

楚雄一中前身为龙泉书院，是云南历史悠
久的著名书院之一,距今已 500余年，仅今年，
该中学就接收军人子女 12名。楚雄军分区领
导告诉记者，近年来，全州每两年表彰一批“十
佳好军嫂”，各县市军地领导将878份立功喜报
亲自送到官兵家里，为 29942个军人家庭上门
悬挂光荣牌，主动看望慰问驻训的部队，崇军
拥军在楚雄已经形成传统。

该州南华籍战士周国仁在西藏墨脱服役
支教 19年，被藏族群众称为“玛米更拉”（穿军
装的老师），先后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优秀
少年队辅导员”，被西藏自治区评为“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其家属杨丽琼被评为“《中国
双拥》年度人物”。今年八一前夕，该州组织军
事日活动时，专门播放了“墨脱兵老师”的故
事，一些军地领导感动得现场流下了眼泪。

扎实有效的红色教育，在云南省各地掀起
了国防热、参军热、拥军热，国防建设结出了累
累硕果，多个州市被评为“国防教育先进单
位”；适龄青年参军热情持续高涨，今年上站体
检人数再创新高达到近 7万人，成为青年报国
的第一选择。

彩云之南彩云之南，，红色文红色文化润泽全民心田化润泽全民心田
■武路云 本报记者 柯 穴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90多年前，从云南省蒙自县芷村镇查尼皮村的一间茅草屋
里，传出低沉而雄浑的《国际歌》声，17名年轻党员聚在一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时光如流，岁月如歌。90多年过去，查尼皮村的那间茅草屋里木方桌依然，小马灯仍在，屋外日新月异的变迁，不
曾停息，而红色火种在这片土地上点燃，代代相传。

八一前夕，云南省红河州革命军事馆在蒙自军分区营区开馆。近年来，云南军地合力打造红色基因工程，让红色
文化润泽全民心田，不断强化全民国防观念，为巩固强大国防凝神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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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部鲜活的教材。
据载：原国民党第 12兵团司令黄维被特赦后，
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西柏坡。他要弄明白，为
什么短短几个月，共产党就打败了用美式装备
武装的150万国民党军队？当他看到低矮的土
屋、简陋的设施，久久地打量和思索后由衷地感
叹：“共产党伟大，国民党当败，国民党当败啊！”

是啊，每当人们瞻仰革命遗址，伫立烈士
墓前，与历史对话，与英烈凝视，了解到那一段
段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心灵怎能
不受到震撼，思想怎能不得到升华？云南作为
护国运动发起地、红军长征经过地、滇西抗战
主战场、老山精神发源地，军地各级从战略和
全局的高度，依托处处革命老区、片片烈士陵
园、座座英烈碑、件件革命纪念物，充分挖掘、
保护和利用好这些红色资源开展教育活动，让
红色文化润泽全民心田，为巩固强大国防凝神
聚力，既透出一股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更是
增强全民国防教育时代性、说服力和感召力的
有力举措，值得各级各地学习借鉴。

革命遗址是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浓缩
载体，是立体化的党史、革命史，不仅具有不可
复制性，更蕴含着地区性的厚重红色历史文
化。每一处旧址，都浓缩着这片热土可歌可
泣、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革命故事，就像一座
座永远的丰碑，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
族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敢于胜
利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战争的炮火与硝烟虽已远去，可世
界仍不太平。越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越要
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强化国防观念，越要把红
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用直观、具体的红色载体，教育广大
民众自觉产生热爱国防、支持国防、献身国防
的强大动力。

一位剧作家曾说：“我经常恍惚，我的脚下
埋葬着曾经鲜活的生命，我就踩在他们的身体
上，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生命来自于他们勇敢
的牺牲。”近年来，国家已建立了 2.5万座烈士
纪念设施，建设 60多个红色历史文化多媒体
资源库，基本上每个县都有烈士陵园……不断
加强这些革命遗存遗址的统筹规划和整体保
护，发挥它们的独特作用，不仅是对革命先辈
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馈赠。

擦亮一座座“精神地标”，我们必将大有可
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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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利用红色课堂重温革命历史对学生开展国防教育。
图②：打造聂耳广场，组织万人唱国歌活动。
图③：组织新入队民兵重走长征路。
图④：赓续红色基因，修缮革命烈士纪念碑。
图⑤：小型国防教育场馆组织军地进行国防教育活动。
图⑥：聆听英雄事迹感悟国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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