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年年 99月月 77日 星期二日 星期二 3视 点 责任编辑 / 单慧粉Tel：010-66720759

“襁褓中的小白桦吃着奶娘的奶水一天天

长大，比他大 7 个月的奶娘亲儿子却只能喝玉

米面糊糊。为给高烧不退的小白桦治病，奶娘

爬上山崖采中药，不幸摔断了腿……”武乡县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

一课”正在进行，小八路讲解员吕子锐声情并

茂地向前来参观的太行小学师生讲述“太行奶

娘”高焕莲的感人故事。

对于吕子锐来说，这是暑期研学实践的一

次成果展示，更是一次思想淬火。半个多月的

时间里，吕子锐和其他小八路讲解员，一边了

解抗战历史，一边学习解说技巧。渐渐地，他

感觉书本上那一个个战斗故事和革命英雄人

物，都生动鲜活起来，自己仿佛也走进了那段

峥嵘岁月。

红色景区的新名片

“太 行 山 ，英 雄 山 ，是 八 路 军 抗 战 的 圣 地

和摇篮。抗战得胜利，它是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斗争多激烈，这里留下了先烈的足迹和

鲜血……”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尾厅里，传来整

齐划一的快板唱词。4 名小八路讲解员通过快

板的形式向参观者介绍八路军抗战时期的经

典战役和丰功伟绩。

紧接着，《八路军军歌》《祖国不会忘记》

《二小放牛郎》等熟悉的旋律响起，小讲解员合

唱团的歌声吸引游客从四面聚拢过来，加入合

唱，歌声在展厅内回荡。

“形式新颖、代入感强，孩子在互动参与中

了解了历史，真是不虚此行。”利用假期，来自

长治的刘女士专门带着儿子来到武乡，追寻八

路军的抗战足迹。参观结束后，刘女士还向纪

念馆工作人员咨询加入小讲解员队伍的流程，

“明年暑假，也让儿子报名试试。”

武乡是著名的革命老区，红色教育资源丰

富。近年来，为加强青少年国防教育，武乡军

地秉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理念，联合八路军太行

纪念馆，在全县中小学生中广泛开展“传承红

色基因，培植初心使命，争当优秀小八路讲解

员”活动，选拔有一定表演和讲解特长的中小

学生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发放结业证书，纳

入小八路讲解员储备库。

练习发声及语言表达技巧，学习文明接待

和讲解礼仪，学唱红色歌曲、学跳红色舞蹈，学

习情景剧表演和民间曲调……笔者翻开“小八

路讲解员培育志愿服务项目活动记录表”看

到，培训及体验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培养小讲解员，就是让孩子们从小接受

红色文化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将红色基因融入

血脉。”武乡县人武部政委王琰如是说。

截至目前，他们先后培养出 700 余名持证

上岗的小八路讲解员，其中最小的 4 岁，最大的

18 岁，先后接待游客达 10 多万人次。身着八路

军服装的小讲解员成为武乡县各红色旅游景

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接过英雄的红缨枪

从武乡县城出发，小八路讲解员乘车在蜿

蜒的山道上颠簸了近 2 个小时，终于抵达沟深

坡陡的砖壁村。进入村子，到处可见有关八路

军的标语、雕塑和旧址，仿佛一下子穿越回当

年的抗战岁月。

小讲解员们此行的目的是去拜访一位老

英雄。

在八路军总部砖壁旧址，91 岁的肖江河身

着军装，端坐在郁郁葱葱的榆树下，为小八路

讲解员讲述那段难忘的抗战记忆。

“你们今年都多大啊？”

“10 岁！”“11 岁！”……

“我和你们一般大的时候，被朱德总司令

任命为儿童团团长，从八路军手里接过 8 支红

缨枪、8 把大砍刀，站岗放哨，和敌人周旋……”

肖江河是砖壁村人，少年时代便投身抗战，

之后一直担任小学教师，在校长的岗位上光荣

离休。如今，已是鲐背之年的他依旧义务担任

八路军文化宣讲员，搜集八路军总部在砖壁村

的资料,写书制作成弘扬革命传统的教材。他

说：“在有生之年能为家乡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

旅游开发尽点力，我就知足了。”

之后，肖老还兴致勃勃地教小讲解员们比

划起红缨枪，那个机智和敌人周旋的儿童团员

仿佛就在眼前。

在砖壁村的八路军游击战体验园，小八路讲

解员还进行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实战体验，逼真

的战斗场景让小讲解员们仿佛置身战场。

“今天我们认识了八路军爷爷，体验了一

把‘上阵杀敌’，明白了当下生活的来之不易，

更懂得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唯有自强才能

不被欺负的道理。在我们心中，老爷爷是大英

雄，当年的八路军是大英雄。从老英雄手中接

过红缨枪的那一刻，我仿佛接过了沉甸甸的历

史责任。”小讲解员张芮铭深有感触地说。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宣教部主任田悦慧告

诉笔者，为丰富研学实践活动，他们还组织小

讲解员走进部队参观营房、站军姿、打军体拳，

体验军营生活。此外，还通过组装军事武器模

型、开展真人 CS 对抗等，全方位提升小讲解员

的综合素质。

撒播红色的星星之火

带着对英雄的敬仰，这些小八路讲解员如

同一束束星火，撒播在这片红色土地上。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展陈着一只锈迹

斑斑的皮箱。这只皮箱曾跟随朱德总司令从

延安转战太行，历经了烽火硝烟……”9 月 1 日，

武乡县城关小学“开学第一课”，该校五年级学

生、小八路讲解员李家豪走上讲台，为同学们

讲述红色故事“一只皮箱”。

走进城关小学，红色教育主题板报、爱国

主义教育展板、伟人像、红色标语、小八路讲解

员体验园、红色文化长廊……仿佛置身于红色

的海洋。

“用文化的芬芳滋养心灵，用红色的火种

照亮精神，用信仰的力量引领行动。”校长魏永

平告诉笔者，城关小学学生从一入学起就接受

红色教育，通过开展学唱一首红歌、讲一个革

命故事、慰问一次老八路、祭扫一次烈士墓等

活动，将太行精神和八路军文化根植于他们的

内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此外，他们还与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签订《共建爱国主义教育与

实践基地协议书》，先后有 60 名学生参加小八

路解说员研学实践项目，培养了一批全面发展

的优秀红色“种子”，为宣传红色历史、弘扬太

行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把红色做成特色，用经典带动流行，以主

流引领多元。近年来，武乡县积极创新革命文

化传播方式，将革命文化与核心价值观融合，

使革命文化更加贴近百姓生活，武乡已营造出

“举步皆是革命文化，处处展现武乡特色”的浓

厚氛围，凝聚起强大的爱国力量。

“武乡红色军事研学”是该县打造的独具

地方特色的国防教育品牌。拥有系列红色旅

游景点景区的武乡县以研学旅行为突破口，依

托太行少年军校，推出国防教育、素质拓展、农

事劳作体验等红色军事研学活动，开发了“八

路军文化进高校”“暑期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太行少年军校特训营”“行走的课堂”“小小八

路军”等多条成熟的研学线路，吸引了北京、江

苏以及山西周边省份的青少年来此研学。

“武乡红色军事研学，把太行抗战历史变

成青少年思想教育的鲜活教材，把太行山上的

红色资源变成青少年思想教育的移动课堂，是

全国大中小学生和青年干部进行革命传统和

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弘扬太行精神、传播

八路军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平台。”武乡

县委书记贺思宇说。此外，武乡县还整合资源

开发红色旅游，承办全国国防教育竞技大赛

等，“太行精神·红色武乡”品牌正成为推动老

区武乡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

太行山上……”激昂奋进的《在太行山上》回荡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内，在小八路讲解员的解

说下，一队队参观者在“太行精神光耀千秋”巨

型浮雕前驻足、思考。

今日太行山今日太行山，，又见又见““小八路小八路””
——走进山西省武乡县走进山西省武乡县小八路小八路讲解员队伍讲解员队伍

■张学敏

翻开山西省武乡县的“红色版图”，430多处星罗棋布的红色遗

址告诉人们，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坐落于太行山西麓的武乡，被誉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

摇篮”，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带

领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武乡这个当时只有 14万人口的小

县，有 9万余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抗日团体，2万余

人为国捐躯。

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近

年来，武乡县积极整合红色资源，坚持国防教育从娃娃抓起，联合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培养了一批小八路讲解员，使他们自觉赓续红

色基因，为老区武乡增添了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也成为市民了解

老区革命历史的一扇窗口。

写 在写 在

前 面前 面

今年夏天，我有幸参加了小八路讲解员

研学实践活动，收获最大的是了解了许多红

色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口打满 17 个补

丁的行军锅。

1938 年春，长乐村战斗打响。担架队

在抢救伤员时，发现一位八路军炊事班长，

满身鲜血，伤势严重，但他抱着一口行军锅

死死不放。他泣不成声地说：“这口锅从长

征到现在跟随我好多年，煮草根皮带救活

过战友，今天掩护我打敌人，我实在不忍心

把它丢掉。”后来，这位班长因伤势过重，抢

救无效牺牲了。牺牲前，他用尽全身力气

指着这口锅说：“一定要把这口锅保存到最

后胜利。”

后来的日子里，这口锅补了又补，如今

已是累累“伤痕”，从它身上我感受到了革命

历程是何等艰难曲折。我要把这口锅的故

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人们铭记那段气壮山

河的历史，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让光荣的

革命传统永不褪色。

——小八路讲解员魏欣馨

小八路讲解员研学实践活动结束了，最

让我感到难忘的是一张全家福背后的故事。

这张全家福是抗日名将左权和妻子刘

志兰、女儿左太北的合影。1940 年 8 月，左

权考虑到妻子女儿随总部机关转战多有不

便，决定送她们回延安。离别之际，一家三

口在他们居住的小屋前拍下了这张珍贵的

全家福，这时左太北刚刚出生 3 个月。谁也

没有想到，这第一张全家合影竟成了他们最

后的纪念……1942 年 5 月，左权壮烈殉国，

年仅 37岁。

之前，在课外阅读时，我曾读过左权写给

母亲的一封家书，他说：“母亲，日寇不仅要亡

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

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正是有了无

数像左权一样的英雄，我们的先辈打败了日

本侵略者，解放了全中国。今后，我一定会好

好学习、增长知识，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小八路讲解员刘菲然

时光匆匆流逝，为期半个多月的小八

路讲解员研学实践活动结束了，我内心充满

了不舍。参加这个活动，我最高兴的就是穿

上军装、戴上军帽的那一刻，感觉自己真的

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这期间，我们学习礼

貌礼仪，学唱红色歌曲，了解了许多抗战历

史，还开展了抗战知识抢答赛。

对我来说，这还是一趟圆梦之旅，因为

我走进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军营。原来军营

这么干净整洁！刺杀格斗课目演练、武器

装备展示、参观军史长廊……一系列活动让

我目不暇接。我们向武警叔叔学习拉歌，

和他们一起练军体拳，还走进他们的食堂

和宿舍，看他们平时吃什么，被子如何叠成

“豆腐块”。

我好像突然懂得了什么叫“传承红色基

因”。抗战中，武乡人民以牺牲 2万余儿女的

生命为代价，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新时代，人民子弟兵永葆本色，继续攻

坚克难。我们生在武乡这个革命老区，要继

承老区儿女保家卫国的光荣传统。我要努

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长大后也要当一名武

警战士！

——小八路讲解员武泽恒

小八路讲解员研学感悟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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