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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对长征
中最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及
其精神内涵作出了重要论述和精辟阐
释。此次党史学习教育，我们应从长征
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作为
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人员，我深受鼓
舞，备感振奋。

2015年 6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
观遵义会议纪念馆后，嘱咐我们“要给
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
过来的”。我们一直铭记在心。这些年

来，我们馆着力培养一支“政治思想好、
知识储备好、讲解服务好、示范带头好、
社会影响好”的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队
伍，把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与加强党员理
想信念教育、传承和发扬党的红色基
因、优良传统和作风建设融入到日常宣
讲中；运用5G通讯、三维VR技术、多媒
体技术等科技手段，打造了一个全国一
流的红色网站，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展
览、藏品搬进“云展厅”，通过“5G+VR
遵义会议纪念馆”小程序、精品语音讲
解在线服务平台，把红色故事讲得更加
生动、立体；通过“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

念馆”全国巡展活动传承红色文化、弘
扬时代主旋律。2016年 7月以来,已先
后在全国 10多个省举办了 30多场巡展
活动,观展人数超过 200万人次，获得各
级领导和观众的一致好评。遵义会议
纪念馆因此获得中宣部“基层理论宣讲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被誉为“革命传统
教育的流动讲堂”。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后，来自全国各
地的广大党员分批次到遵义会议会址
看展览、听党史，结合重温入党誓词、重
走长征路等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
题党日活动，用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和红

色革命精神，不断激发爱国热情、培育
伟大民族精神。

线下宣讲如火如荼，线上宣讲同样
有声有色，我们于 2月 28日在“动静贵
州”APP开设“馆长说党史”专栏，推出与

“遵义会议”相关的系列党史故事，从
“毛主席故居在哪”“遵义会址的确认”
等“小切口”“小故事”入手，从一个个生
动感人的故事中，反映遵义会议精神的
时代价值和宏大的历史背景。第一期
故事在两天时间内，就得到了 13.8万人
次在线阅读及转发。网友们留言：一个
个故事既有理论的光芒，又有精神的洗
礼，受益匪浅；没想到遵义会议还有这
么多有趣的故事和历史的积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结合当前开
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我们会更加深入地
研究，更加用心地讲解，更加努力地工
作，一如既往地把讲好遵义会议精神作
为我们的使命和担当，宣讲好遵义会
议，宣讲好长征精神，宣讲好中国革命
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建好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讲堂
■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 陈 松

图①：遵义会议会址。 谭 田摄
图②：赤水市元厚镇红色故事义务宣

讲员为党员干部讲解红军四渡赤水的故
事。 吴舟静摄

图③：贵州省道真县人武部组织官兵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见学。

邹 游摄
图④：遵义军分区在红军山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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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馆长的“守馆记”
重温红色记忆，启迪

光辉未来

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没有冷却红
城遵义的旅游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遵义会议会址门前排起了长队。

头发花白的雷光仁，随着人流再次
迈步登上这座小楼的二层，看一看玻璃
罩下毛主席亲笔留下的题词，望一望木
质楼板上见证历史的会议桌……作为遵
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这座楼他不知走
了多少遍。

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一个
个震撼人心的革命故事，承载着革命先辈
坚定的信念和火热的激情。

“2019年‘十一’期间，共有20多万人
前来参观、体验遵义红色文化。”据雷光
仁观察，近年来，红色旅游越来越受普遍
民众的喜爱。随着红色教育的深入普
及，大家越来越感到这段历史的分量，遵
义会议精神的影响也愈发深远。

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的游客普遍都有一
个感受：这个小楼真是神奇——一支队伍，
刚来的时候疲惫不堪，离开的时候却生龙
活虎。有的游客专程从千里之外赶来，就
为了探寻中国革命实现伟大转折的奥秘。

“中国共产党从遵义会议走向成熟，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人礼，也是历史赋
予遵义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老馆长雷光
仁是一名老兵，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对那
段历史有深刻的理解。退休 10多年来，

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这里，或散散步，
或听听游客的声音，或细细品味一砖一
瓦的历史韵味。

“一路走来，只有走群众路线，独立
自主，团结一致，坚持中国人自己的事自
己办，强起来的目标才可以实现！”在回
顾历史的同时，雷光仁更多去理解、宣传
遵义会议精神给当下的启示。

如今，退休后的雷光仁是长征学学
会秘书长。作为一名党史传播者，他又
踏上了新的征程。

党史爱好者的“追光记”
重走长征之路，细讲

红色往事

“将士昨日洒热血，骸骨今朝何处
觅？”炮火交织，硝烟弥漫，每每想起那些
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曹旭总是
眼眶湿润。

80多年前，一名小红军在长征途经
遵义时身负重伤，与队伍失散，幸好被大
山里一位善心的老人收留。老人找来草
药，精心照料小红军。后来，老人还为这
名红军找生计，让他在异乡安顿了下来。

这位老人就是曹旭的爷爷，这位小
红军名为耿学安。如今，60岁的曹旭，是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长征学学会会
员。从小听着长征故事长大，红军在遵
义这段历史，早已深深刻在他心中。曹

旭退休后，依然对长征文化保持着浓厚
的热情。他发现，红军留下的故事还很
多，隐藏在山头、乡间的线索还有多，散
落在民间的红军遗迹还很多……于是，
他开始了重走长征之路。

位于红花冈老鸦山的遵义战役遗
址，山体陡峭、山路狭窄。他戴着遮阳
帽，背着小书包，拄着登山杖，带着纸笔
就出发了。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仅是
这一处，他重走了50多次。

长征中，中央红军曾两进遵义城，为
遵义留下了丰富的红色遗迹和红色故
事。如今，这些红色资源成了当地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最生动、最鲜活的教材。
作为党史爱好者和传播者，曹旭乐于将
这些动人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有血、有肉、有细节的故事，才能打动
人！”为此，他反复查资料、走现场、问百姓，
多次走访调查，对现有的党史故事查缺补
漏，发动老百姓一起寻访红军坟，收集整理
红军故事。他如数家珍地向人们讲述红军
鲜血染红马家田的壮烈，讲述钟大爷举家
迁入点金山回归原始生活守护红军坟的义
举，讲述老百姓将牺牲的红军偷偷掩埋，每
次路过时捡块石头给垒上的感动。

“居闹市可知往昔峥嵘？享幸福勿
忘初心岁月。”曹旭觉得，仅仅是书本上
的几句话，不能让人深刻理解和认识长
征精神，他要通过重走和细讲，让文物活
起来，让党史立体丰富起来。正是抱着
这样的信念，他一次次上山，一次次重
走，一遍遍讲述红军故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走好新
时代长征路，完成好新时代的使命。”雨
中，曹旭再次背上行囊，向娄山关战斗遗
址出发了。

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

他去探索、追寻。

讲解员的“行山记”
铭记光辉历史，讲好

遵义故事

“钟赤兵受伤后没有及时包扎，仍继
续战斗，被子弹击中的骨头都碎了也浑
然不顾……”在遵义市娄山关红军战斗
遗址陈列馆里，讲解员苏小宇动情地诉
说着红军战斗故事，声音有些颤抖，眼角
泛起泪花。

苏小宇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为游
客讲解钟赤兵的故事了。每一次讲述，
她都以最饱满的情绪描绘每一个细节，
抑扬顿挫间传达出她对故事的理解。伴
着她的声音，听众仿佛穿越回那个战火
纷飞的年代，看到钟赤兵历尽万难，靠着
一条腿走完长征路。

2017年3月从部队退伍后，苏小宇成
了一名讲解员。因为热爱，纵使日行三
万步、一年下来接待游客近 800批次，她
依然怀着当初的热忱。带游客走进陈列
馆，走近娄山关战斗遗址，她用自己的真
挚情感讲述那段历史，把每一个令她感
动的情节传递给更多人。

“几万字的解说词，如果用死记硬背
的方式讲出来是没有温度的，要尽可能
了解背后的故事，翻阅背后的细节，带着
感情说故事，才能讲出画面感，激发游客
的共情力。”苏小宇说，小时候上红军山
扫墓，听大人讲故事，并不能十分理解，
直到后来自己当了兵，才渐渐体会到那
段历史的分量。

“讲解工作不是千篇一律，我每次面

对的是不同的游客，因此传播的知识一
定要准确。”每天下班后，苏小宇会对当
天的工作进行一次“复盘”，想想哪里讲
得不好，哪个回答不够严谨，反复推敲，
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这是苏小宇的职业操守，更是她肩
负的责任。在她看来，讲好遵义故事，才
能让踏上这片热土的人们了解这座城，
感悟这里的红色精神。

学生的“萌芽记”
传承红色基因，坚定

理想信念

“从天安门前的东华表到西华表，总
长 96米，每一步步幅 75厘米，要走 128
步，用时1分零6秒。”开学第一课上，遵义
军分区文职参谋雷代成正在分享自己参
加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国庆大阅兵的故
事。讲台下，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不由
自主地调整坐姿，抬头挺胸。

“每天湿透的衬衫、晒黑甚至晒伤的
‘阅兵颈’‘阅兵背’‘阅兵腿’是我们最光
荣的标志。”这一课，雷代成从阅兵式引入
党的发展历程，告诉孩子们我党走过100
年艰苦奋斗的道路，靠的是坚定的信念和
顽强的意志，这些故事不仅存在于书本
里，也存在于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

让党史学习教育走进课堂，走进孩
子们的学习日常，是一种传承，更是发展。

在毛主席塑像前，一群中学生正在
朗诵《忆秦娥?娄山关》。这是遵义市汇
川区精心准备的一段“快闪”。中小学
生、交警、医务人员、退役军人等纷纷参
与其中，从诗词碑到陈列馆再到纪念碑，
一个个分镜头串联起红色地标，层层递
进讲述着发生在这里的红色故事。

宣讲红色文化故事、建立红色文化
墙、唱响红色经典歌曲、诵读红色革命作
品、开展红色文化展示……长期以来，遵
义市各学校把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有机融
入学校发展，将红色文化学习作为必修
课，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滋养
学生心灵，让红色教育在这片土地结出
新的果实。

贵州遵义贵州遵义::

转折之城的红色传承
■游 勇 本报通讯员 宋玟瑾 李佳栩

沿着蜿蜒流淌的赤水河回溯，时针拨回到1935年。一场为期3天的会议，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
史——贵州遵义，也由此被人称为转折之城。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遵义会议。它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
进而是一个党的命运，最终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清明时节，笔者走进遵义会议会址。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小楼前，一株高大的刺槐静静矗立了
100余年，它见证了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伟大历史时刻，也仿佛在提醒我们：如果说红军长征是一部
史诗，那么遵义会议就是最为炫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