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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物，血脉传承。从陈望道首
译的《共产党宣言》到我们党的第一部
党章，从方志敏遗作《可爱的中国》手稿
到奏响《义勇军进行曲》的小提琴……
红色文物无声地记录着红色岁月，记录
着无数共产党人的忠诚、信仰、奋斗和
牺牲。走近一件件红色文物，我们仿佛
触动着历史的脉搏、感受到先辈们的呼
吸，从中汲取爱党兴党、奋发奋进的精
神力量。

“旷世宣言惊风雨”。在浙江义乌分
水塘村，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因沉
浸在真理中、专注于推敲译句的精准，竟
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这段佳
话早已打动无数人。而在千里之外的山
东广饶刘集村，一位名叫刘世厚的农民
用生命守护《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同样
让人深受感动。

1926年春，共产党员刘雨辉将一本
《共产党宣言》送给刘集村委支部书记刘
良才，后刘良才调任潍县，便把书转交给
支部委员刘考文保存。1932年，革命形
势日趋严峻，刘考文担心自己可能被捕，
便把这本书托付给老实厚道的农民刘世
厚，并叮嘱：“这书务必保存好，它比我们
的生命都重要。”刘世厚接过书后，秘密
地将它藏于屋子山墙的雀眼里。敌人多
次搜寻，宝书始终安然无恙。1945年 1
月，日军放火屠村，已经逃出村的刘世厚
又悄悄潜回村里，从废墟中把书“救”了
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刘世厚把书捐
了出来。经过核实，这本《共产党宣言》
是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出版的，被认
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真理之光，穿透星夜，照亮征程。通
过《共产党宣言》，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
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从科学真理中明确
方向、汲取力量，汇聚到中国共产党的旗
帜下，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不屈不
挠地奋斗。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只是写在
党的旗帜上，更体现在每一个党员的行
动中。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
份入党誓词，字里行间映照着用鲜血染
红的如磐初心。

“牺牲个人，言首泌蜜（严守秘密），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
（纪），永不叛党。”这份誓词24个字中有
6个错别字，年代久远、陈旧模糊，但目
睹者无不深深震撼于书写者贺页朵对革
命的坚定信念、对党的无限忠诚。这是
一份井冈山斗争时期保存下来的入党宣
誓书，在当时斗争极为严酷的形势下，无
论是书写还是保存，都要冒着巨大的风
险。在无数个漫漫长夜里，这份入党誓
词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贺页朵前行的
道路。对此，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在《一
个农民的入党宣誓书》的文章中，这样饱
含深情地赞扬道：“贺同志在写这张布质
的入党宣誓书时，不是照着底稿写的，而
是记述了这几句话。他虽然写了一些别
字，但这些别字并不减少它陈列在革命
博物馆的意义，相反，使人感到它忠实可
爱可贵。”

是啊，牢记入党誓词，践行入党誓
词，正是体现了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
忠诚，树立起为了革命胜利勇于牺牲自
我的可爱可贵的形象。回望峥嵘岁月，

“为有牺牲多壮志”，无数共产党人为了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舍生忘死、血
染山河，开创出“一唱雄鸡天下白”的光
明前景。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
手上，我们当不负先辈、不负历史，以忠
诚书写初心，用奋斗传承使命，交出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革命文物有影也有声，有形更有
魂。当我们走近它，依稀能感受到它的
温度，触摸到它的律动。在广西兴安县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里，湘江之战
中红军用过的物件被陈列于此，其中一
台斑驳的军绿色发电箱格外引人注
目。馆长尹汤怀讲述了一段“红色电
波、使命必达”的往事。战争年代，无线
电台是部队之间最好的联系工具。毛
泽东曾说，有了电台就相当于“打着灯
笼走夜路”。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
时，只有一台发报机和一台手摇发电
机，发报机要由重达68公斤的发电机提
供动力。为确保发电机、发报机的安全
和顺畅，一个 128人组成的加强连负责
搬运和守护。为此，在漫漫长征路上，
许多红军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他们用
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发电机、发报机，换
来长征的胜利……

此刻，在我耳旁又回响起“嘀嗒、嘀
嗒”的发报声，急促而富有节奏，如战鼓
催征。这无形的电波，是红军战士用鲜
血守护的，是无数个“李白”用生命保障
的；这无形的电波，见证过陕北大地的
沟沟壑壑，见证过三大战役的硝烟战
火。“嘀嗒”声中有忠诚，“嘀嗒”声中有
韬略，“嘀嗒”声中有胸襟，承载着革命
先辈的坚定执着，印刻着共产党人不变
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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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般的薄雾，一丝丝缠绕在
山谷的松林间。养眼舒心的一片片翠
绿，陪衬着峡谷陡峭的红岩。金黄色的
油菜花，层层叠叠铺满山野。不知谁
家的公鸡一声啼鸣，唤醒了扰绕村的
黎明。

扰绕，一个多么独特的村名。房东
告诉我，用他们布依族语翻译过来，就
是“美丽”的意思。我一时无法考证这
个译语的准确性，却觉得用“美丽”来命
名这个少数民族的村落，再名副其实不
过了。

打开农家民宿的柴门，就走进春意
盎然的风景里。一条平直的乡村水泥
公路，指引我向前漫步。路的两旁，五
彩缤纷的杜鹃花顶着一颗颗露珠绽放
笑意。再往前走，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
世外桃源般的美景：一顶顶造型各异、
色彩多样的帐篷，分布在草丛、山谷和
森林间。有的帐篷里此时还透露出隐
隐的光亮，粉红色的、橘黄色的、淡蓝色
的、乳白色的，一丛丛，像天空上闪烁的
星星。只是这些星星是彩色的，散落在
山野里。一看路边的指示牌，才知道这
是村里开发的露营基地。这些旅游设
施，是专门为城里等外地游客设计的。
时值周末，前来度假者甚多。

天空放亮，云蒸霞蔚。整个村庄更
加清晰起来，大地的色彩愈显丰富。一
只只毛光鲜亮的公鸡和母鸡，从田野的
花丛中探出脑袋来；还有一只只家鹅，
也从田埂上伸着长长的脖子，对着路上
的行人嘎嘎叫。这对出生在农村而又
久居京城的我来说，仿佛又回到了故
乡。但故乡是一片辽阔的平原，而这里
是高高低低的喀斯特地貌。

从路牌上得知，这里位于贵阳市东
南方 51公里处，平均海拔 1500米。据
村里的老中医罗贵庭介绍，1382年他
的祖先从江西赣州出发，跟随明朝皇
帝朱元璋派遣的大军进入贵州，从此
就在这里落户，世代繁衍，孕育出贵阳
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19个村子中唯一
的布依族村寨。当年红军长征，曾经
路过这里。附近的一座山包上，还修建
有一座营盘，上面至今保留着石头砌
成的千米城墙，如今也修建成了旅游
景点。

一轮金色的朝阳穿过远山的晨雾，
照亮了扰绕村的山山水水。一栋栋白
墙灰瓦的民居楼里，却不见了从前的袅
袅炊烟，家家户户在用电饭煲做早餐。
现代文明，已经深入到这个曾经偏僻荒
凉的小山村。本来就很爱干净的布依
族人，把房前屋后、院里院外，打扫得干
干净净。

这时，从村口走来一位浓眉大眼、
身材魁伟的年轻男子，一身深灰色竖隐
纹的西装，扎着斜条纹的领带，一副现
代都市白领青年的模样。可他不是城
里来旅游度假的客人，而是这个村子的
党支部书记陈恒龙。这个模样，似乎颠
覆了人们传统印象中的村干部形象。

他在空军某部服役5年后，于2013
年退伍回到扰绕村，决心要改变家乡的
落后面貌。在部队，他当了 4年班长，
连年被评为优秀士兵。5年的军旅生
涯，开阔了他的视野，增长了他的学识，
磨炼了他的意志。2016年，年仅 26岁
的他被推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那时，全省已开始了全面的脱贫攻
坚战斗。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的贵州，贫困地区较多、少数民族群众
较多，但脱贫致富一个也不能少。年轻
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一班人研究本村的
脱贫方案，根据村里独特的自然环境，
最终确定了“以旅游为主，农业为辅”的

发展思路，要将村子建成一个集田园
风光、民族风情、军事遗迹、气候天象和
峡谷风光为一体的旅游景区，得到高坡
乡和花溪区政府的大力支持。花溪区
建有许多名闻全国的旅游景点，富有
旅游开发经验。扰绕村旅游景区的打
造 ，请来专业的区旅游文化公司负
责。于是，这里的山山水水被激活了。
村里原来不起眼的高山梯田、红岩峡
谷、民族村寨，都变成了很好的旅游资
源。尤其是旅游公司利用村里的沟沟
坎坎，建成了占地几百亩的露营基地，
像鸟笼、蒙古包、帐篷等各种各样的特
色民宿，很受游人的喜爱。景点有了，
就修路。路修好了，游客们蜂拥而至，
有时一天就有几千名游客光顾这个小
山村。

客人多了，就要解决吃住的问题。
游客多的时候，扰绕村家家户户都可以
住、可以吃。布依族人很爱干净，家里
收拾得一尘不染，客人不用担心卫生的
问题。每家每户都改造了厕所，用上了
抽水马桶。村里还为此建了 4个化粪
池，添置了 4套污水处理设备，保证了
环境的干净。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
回家了，办起了农家乐。为了把农家乐
办好，村里举办了厨师培训班。经过
50多天的培训，最终有 55个村民拿到
了厨师证。还有26名妇女参加了布依
族蜡染课程学习班，掌握了蜡染致富门
道。

村里的土地被流转了，开发成层层
叠叠的梯田，变为一道道景观。村民不
用天天种地了，每年还有红利分成，空
余时间就可以干点别的挣钱的活，如养
黑毛猪、种小茨菇等。露营基地有停车
服务区、帐篷服务区、野营服务区、儿童
游乐区、户外休闲区、室内休闲区六大
区域，需要大量用工。村里只要是正常
的劳动力，都被派上用场。没有一技之
长的村民，男的干保安，女的做保洁。

大家都有活干了，家家由此增加了收
入。

对于那些特困家庭，村里在提供最
低生活保障的同时，还千方百计为其定
制“造血型”脱贫计划。有户姓蓬的人
家，女主人患侏儒症，男主人手脚都不
利索，好在他们的孩子还健康。村里帮
助这家人在路边盖了栋二层楼房，楼上
住人，楼下开小商店，为游客服务，家里
很快脱了贫。

到2019年底，全村建档立卡的6个
特困户 21人，彻底摘掉了贫困的帽
子。由此，扰绕村 107户 386人全部脱
贫，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3600来元，到
2020年就达到 1.1万多元。这个收入
与经济发达地区也许不好比，但对于云
贵高原上的扰绕村来说是个了不起的
成就。村容村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一个不起眼的布依族村落，被评
为全国3A级风景区、全国生态文化村、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民主法制
村。去年，这个村的党支部还被上级评
为农旅型示范党支部。

谈起扰绕村的巨变，今年才 30岁
的村党支部书记陈恒龙说，关键的原因
是他们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找对了
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可持续发展的乡
村振兴、脱贫致富的路子。

春暖花开的时节，走进这个少数民
族村寨，就走进了诗情画意。扰绕村的
变迁，是贵州农村乃至中国农村脱贫攻
坚的一个缩影，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群众
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太阳渐渐升高，晨光普照大地。沿
着精心修建的木梯，登上村子里海拔最
高的背山坡山顶，只见四下云开雾散，
扰绕村里一片生机，恰似一个繁花似
锦、春天永驻的大花园。

此时，金灿灿的阳光越过山顶，照
射到村口石碑上的 4个大字：美丽乡
村。

扰绕村的早晨
■朱金平

早春东北，原野里还是白茫茫一
片。天空中偶尔飘舞起报春的雪花，
落在脸上，并不觉得冰凉。

征兵体检后第三天，强子接到参
加役前教育训练的通知，就迫不及待
地赶去报到。强子特别兴奋，心中既
有体检政考双合格的喜悦，更有对绿
色军营的无限憧憬。他知道，如果在
役前训练中表现突出，一定会拿到开
启军旅生活的“通行证”。

参加教育训练的第一天，日常工
作都是按时间表准时进行。看完新闻
联播，教官提示大家和父母通电话报
个平安。强子认为母亲知道他是平安
的，不用特意汇报，于是趁着其他人打
电话时写日记，记录下这一天的经
历。几天下来，每晚小结学习训练情
况，强子都会受到教官的表扬。

很快，役前教育训练要结束了。
在教官的帮带鼓励和自己的努力下，
强子如愿被确定为入伍对象。名单公
示后，强子跑到教室的一个角落，第一
时间拨通母亲的视频。未等第一声响
铃结束，母亲已出现在屏幕上。

“呵呵，妈妈，您这是秒接呀！告
诉您——我被批准入伍了！”

“儿子真优秀！你瘦了！”
“妈妈，给您看看儿子的进步啊！”

强子把手机架在桌子上，把整个身体
都照进视频，干净利落地展示起立正、
稍息等队列动作，最后敬了个军礼。

母亲看得很认真，笑得很开心：
“儿子好帅呀！想家了没有？”

“没有，这些天感觉特别好！”
“没想家，就是也没想妈呗！”
强子听出来母亲的话里全是对他

的挂念，就赶紧接过话头说：“妈妈，儿
子想您了，真的。这不，今天有了好消
息，就赶紧向您报告。”

“好，儿子做得对。家里一切都
好，想看看不？”没等强子表态，母亲已
转过了摄像头，熟悉的小屋进入屏
幕。母亲的卧室里，最显眼的依然是
强子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张大照
片。那是去年9月初特意在新建好的
江边公园里照的，母亲还把照片镶了
框挂在墙上，四周整齐地贴满了强子
从小学到高中获得的奖状。强子早就
和母亲商量，想把这些过时的东西摘
下来，可是母亲不同意。高中毕业时，
强子有模有样地套用班主任说过的
话：“荣誉属于过去！”母亲说：“过去
的，不能忘记，有荣誉更要珍惜！”

母亲慢慢地移动着摄像头。强子
发现在母亲的床头放着一个盒子，就
问道：“妈妈，那是什么呀？”

“怎么，不认得了，让你好好看看
啊！”母亲说着就把摄像头靠近对准那

些被自己珍藏的东西。可是，强子觉
着看得越清楚，记忆越模糊。田字格
本里有歪歪扭扭的字，更让他一头雾
水。母亲把本合上后挪开，下面露出
一大张贴满小红花的纸，顶部赫然写
着“光荣花集锦”几个大字。母亲慢慢
地说：“这是你上幼儿园时老师奖励你
的小红花！”“哦……”强子瞬间语塞。

入伍前夜，强子的眼前晃动着满
满的小红花和墙上几近脱色的奖状。
这么多年，强子知道母亲不爱养花。
他以前和母亲说过，同学家里的客厅
和阳台上有很多花，特别美。母亲看
着强子满脸的羡慕，也总是淡淡地一
笑而过。在强子 8岁那年，父亲在部
队执行任务中牺牲，家里来了很多穿
军装的陌生人，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
肃，有的还满眼泪水。从那以后，每逢
节日，母亲都会买来一支玫瑰插在瓶
子里，即使花瓣都蔫了，只要叶子还
绿，她就会按时换水，直到叶子也落
了，才恋恋不舍地拿出来扔掉。忽然
间，强子明白了：那节日必有的玫瑰，
是母亲替父亲送给她自己的礼物！这
么多年，母亲把强子得过的荣誉奖励
一直珍藏，也许在强子入伍之后，这就
成了强子留给母亲的念想。想到这
儿，强子的眼眶湿湿的。母亲才是世
界上最美丽的花，她在最美的年纪把
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一直深扎泥土吐
芳华，同孩子一起迎来充满希望的明
天。

夜深了，强子找出耳塞放进耳朵
里，打开手机，翻到父亲那年从部队回
来探家时悄悄给母亲唱过的歌《说句
心里话》。伴着旋律，强子坚定地告诉
自己，到部队后一定要好好干，沿着父
亲走过的路，早日立功！强子在梦中
笑着，把自己在立功表彰会上从将军
手里接过的光荣花带回了家，献给了
母亲……

光
荣
花

■
马
立
刚

名字具有暗示性
我相信
它常常暗藏了人的命运和归宿
骏马的马
成人之美的成
善良的良
马成良
天生注定成人之美 良善待人
你的名字引导你走向完美的大我

12年军旅生涯
打磨出英雄的豪气
为日后积蓄了乐于助人的能量
在时代列车与铁轨撞击的旋律中
你像一匹忠于人类的马
不停地劳作

轮椅是你驾辕的马车
驾起就是16年
有一组数字
记载你走过铺开的脚印
每班推轮椅往返10公里
每月轮班16次
365个日夜 你步行1920公里
这不是一匹天行健的马
又是什么

我眼前出现这样的画面
一匹默默无闻的马
风餐露宿
披星戴月
风雨兼程地赶路
索取很少
一点干草和水就可以出征
只知奉献
把心血倾注在旅客身上

16个春秋
多少个星光不眠之夜
16次过年
你总在候车室里为旅客守夜
疲倦的鸟儿需要栖息的枝头
你的心早在守候
思乡的人行在梦中
你就是抚慰乡情的枕头
干渴的咽喉
总有你引来的涓涓暖流
车票丢了

你在第一时间铺好接续的枕木
张张票根 永远留住
感恩的心 攥紧的温度

哪儿是温馨的港湾
何是暖心的家园
虽然匆匆偶遇
都是一生一面的过客
但你臂膀给力
再难走的路有你在后面擎着
诗与远方都会记住
你这最近的亲人
你说
人民子弟兵要为人民服务好
你是这么说的
真是这么做的

我常常想
子弟兵来自人民 服务人民

“为人民服务”不是就那么一说
那是我军的宗旨
人民军队对人民的承诺
我军走到今天
立于不败之地就靠这个
马成良
军人出身
不忘初心
不辱使命
退伍还乡
仍把光荣传统传承下去
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
视为分内之责
12年的军营打磨
16年的艰苦跋涉
千万旅客的贴心人
万里铁路上的“轮椅哥”

还是回到你的名字上来
因为它
太像你的言行和作为
谁能否认它的关联性
我相信你军人的风骨
相信你大爱执着
相信你的名字
带给你的暗示和引领
更相信你以天下为己任
牺牲奉献的军人本色

注：马成良，沈阳火车站客运员，
曾在部队服役12年。他16年如一日，
以轮椅为工具，为过往旅客提供出行
方便，被誉为“轮椅哥”，2019年被评
为“辽宁好人?最美退役军人”。

读你的名字
——献给“辽宁好人?最美退役军人”马成良

■东 来

光雾烟云（油画） 朱志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