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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站在贵州省石阡县困牛山

上，聆听当年红军集体跳崖的壮举，笔者被

深深震撼。

这种震撼，既缘于当年 100 多名红军战

士“宁死不当俘虏，宁死不伤百姓”的向死而

生和舍生取义；更缘于 88 年来，这些红军战

士用忠诚和信仰铸就的困牛山精神，始终被

人民所铭记、被大家所传承。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世长

存。”伟大的中华民族，历来英雄辈出。无数

像困牛山上红军战士一样的英雄，用自己的

牺牲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如

果英雄不被我们所铭记、尊重、敬仰，那英雄

的“血脉”又如何传承下去？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前几天，空军以

“双 20”列阵长空，以空中最高礼仪接迎第九

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视

频刷爆网络，令广大网友热血澎湃：当年空

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首批组建、首支参战的

英雄部队，如今已飞上歼-20 等国产新型战

机，成为护卫祖国空天的尖刀精锐。大家都

说，“这样的传承和机翼下的万里河山、锦绣

中华，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最好的传承是践行。从困牛山上 100

多名红军砸枪跳崖的壮举，到 800 余名石阡

贫困子弟走上革命征途，再到如今祖孙三代

接力从军的感人故事告诉我们，把红色资源

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既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告慰，更是新

时代革命军人必须肩负的责任。

如何挖掘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答案在

一次次眺望困牛山中越来越清晰，那就是

在铭记中传承红色基因、在践行中担当强

军重任，真正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使每个

人在灵魂上补“钙”、本事上“升级”、血性上

“淬火”，切实担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

使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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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忠诚与信仰——

矗立深山的丰碑

秋雨过后，武陵山脉深处的困牛山碧

空如洗，层林尽染。郁郁葱葱的青山植被

之中，一道道蜿蜒陡峭的崖壁静静矗立，

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默默地向世人

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

“敬爱的党组织，请让我继续坚守阵

地，把生的希望留给百姓……”在困牛山

战斗遗址，铜仁军分区中士陈章清深情讲

述长征红军的战斗故事。

1934 年 10 月 16 日，100 多名红六军团

战士在困牛山上阻击追敌，凶残的敌人以

当地村民做“人盾”，步步紧逼。面前是手

无 寸 铁 的 群 众 ，背 后 是 悬 崖 深 谷 ，怎 么

办？抱定“宁死不当俘虏，宁死不伤百姓”

的信念，红军战士纷纷砸毁枪支，纵身跳

下 70 多米高的山崖。

那一刻，残阳如血，山河呜咽。

陈章清告诉记者，他已记不清是第几

次来困牛山了。第一次参观，他一路紧跟

导游的步伐，走在队伍最前面，生怕漏掉

每个细节。再后来，他开始“抢”导游的词

儿了。一来二去，陈章清将这段故事烂熟

于心。

站在当年红军战士集体跳崖的地方

远眺，绝壁危崖嵌入苍翠，山脚的黑滩河

依旧奔流不息。

如 今 ，在 军 地 各 级 共 同 努 力 下 ，困

牛 山 战 斗 遗 址 已 纳 入 长 征 国 家 文 化 公

园贵州重点建设区重点推进项目，困牛

山 村 入 选 全 省 第 一 批 红 色 美 丽 村 庄 建

设试点……该村充分利用陈列馆、红色

大讲堂等多种载体，深入挖掘当地的革

命事件、革命人物、革命故事，充分释放

红色资源育人效能，激励人们走好新时

代长征路。

2020 年底，铜仁军分区联合地方有关

部门精心挑选 100 名理论基础扎实、农村

工作经验丰富、创业致富本领强的退役军

人组建了“红色故事宣讲团”。

玉屏县朱家场镇茅坡村残疾村民舒

博，经“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退役军人舒

爱国手把手帮带，学习掌握花苗树苗的培

育技能，很快建起苗圃基地，带领乡亲们一

起种植花苗，日子越过越红火。

老兵一堂课，带富一方人。自宣讲团

开讲以来，退役军人足迹遍布全市 2000

多个村，开展特色人才培训近万场，培训

数千名技能型乡村人才，为农业农村人才

队伍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薪火相传，蕴于深山的红色历史熠熠

生辉，激励和鼓舞着更多的后来人勇毅前

行。”军分区政委贾捷告诉记者，如今的困

牛山战斗遗址已成为官兵、党员和群众开

启红色记忆之门的钥匙，传承红色基因的

课堂。

英雄与传人——

波涛奔涌的后浪

“没有一人叛变，没有一个逃兵……”

困牛山下的历史展陈馆，有一把锈迹斑

斑、饱经战火的军号。88 年前，它最后一

次被吹响，发起向死而生的冲锋。

这里的河水，被烈士鲜血染红，流入

村民的血脉。1936 年 1 月，红军红二、红

六军团长征挺进石阡，组建红军游击队，

群众缝衣制被送红军，800 余名石阡贫困

子弟走上革命征途……

军号悠长，后浪从未停止奔涌。当年

红军的后人，以自己的方式感恩先烈、传

承精神。

2022年 1月，西藏军区第三届“固边稳

藏十大标兵”颁奖晚会现场，当一名上尉

军官佩戴一串军功章的照片，出现在巨幅

电子屏幕时，台下掌声雷动。

这名上尉军官，是石阡籍现役军人朱

江 。 2013 年 ，他 大 学 毕 业 后 参 军 入 伍 ，

2016 年 军 校 毕 业 后 主 动 申 请 到 西 藏 服

役。大学生士兵、学员、排长、参谋、连长，

短短 9 年，朱江在沙场练兵中奋勇争先，

在雪融冰河里舍身救人，先后荣立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1 次。

常 年 摸 爬 滚 打 ，朱 江 的 脸 庞 晒 得 黝

黑，就像染了一层浅墨，手掌也异常粗糙。

“9 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面对主持

人的提问，朱江说：“要想做成事情，就得

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牺牲。这是当

年红军教给困牛山人的道理。他们在长

征途中为了保护困牛山村民不惜献出自

己的生命，相比 100 多名红军砸枪跳崖的

壮举，自己的苦累微不足道。”

英雄精神，历久弥新。在这片红土地

上，记者被这些坚毅而执着的面孔感动

着：困牛山是一座英雄的山，更是一座造

就英雄群体的山！

费锡河一家，祖孙三代都是军人。

费锡河老人今年 88 岁，生于战乱年

代，从小受尽苦难，是党把他从苦水中救

出。1954 年 12 月，费锡河响应党的号召，

光荣参军入伍到吉林某部。

从小受费锡河影响，1991 年 12 月，他

的儿子费永快光荣参军。他在部队吃苦

耐劳、刻苦训练，荣立三等功。

“爷爷和父亲从小给我讲红军在困牛

山宁死不屈的战斗故事，打我能记事的时

候起，就在我的心中种下了参军报国的梦

想。”2020年，孙子费杭大学毕业后，决心追

随爷爷和父亲的足迹，到部队建功立业。

经过严格选拔，2021 年春季费杭如愿

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到了部队后，他始

终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最终取得新兵结业

考核总评第一的优异成绩。

“ 一 根 参 军 接 力 棒 ，三 代 精 忠 报 国

心。”该县人武部政委陈鹏激动地告诉记

者，近年来，困牛山所在的石阡县，已为部

队输送 391 名优秀青年。

到艰苦地区去，到一线部队去，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英雄的土地出

发，那一颗颗年轻的心炽烈如火！

使命与传承——

谱写时代的新篇

行 走 困 牛 山 ，人 们 会 发 现 ，道 路 两

旁、村居墙上，五角星、红色标语、红色宣

传画随处可见，村子里的红色文化气息

非常浓郁。

位于困牛山脚下的石阡县银锋村，交

通不便、信息闭塞，直到 21 世纪之初还不

具备基本办学条件，孩子们只能挤在一座

始建于 20世纪 70年代的破旧木房里上课。

2001 年 2 月，海军研究院与银锋村小

学签订援建协议。建校舍、修操场、添器

具……那一年，银锋村小学更名为“银锋

村海军希望小学”。

多年来，海军研究院官兵换了一茬又

一茬，然而帮助大山里的孩子们勇敢追

梦、实现理想的接力却从未中断。在各级

支持帮助下，这所希望小学教学条件明显

改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据统计，从该

校毕业的学生已有百余人先后考入国防

科技大学、空军航空大学、海军工程大学

和贵州大学等军地高校。

“当年为什么那么多穷苦人跟着红军

走？就是因为相信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是一心一意为穷人打天下谋幸福的。”站

在新校舍门前，在银锋村海军希望小学任

教 37 年的教师唐国政感慨道：“几十年过

去，子弟兵的本色一点也没有变。”

前不久，大学生退役士兵陈继淮顺利

通过考试，成为一名选调生。这样的选择

在常人看来或许有些不理解，因为陈继淮

放弃的是在繁华都市高薪企业工作的机

会。对此，他很坦然：“我是一名党员，也

是一名退役军人。我要回到家乡，从基层

干起，用所学知识反哺家乡、服务人民。”

从小在西部山区长大的陈继淮，目睹

了脱贫攻坚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一直想

为家乡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2019 年，他

从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时，报名成为西部

计划志愿者，来到学校对口帮扶的云南省兰

坪县民族中学支教，负责高一年级的英语教

学。回忆起陈继淮对自己的帮助，现已是湖

北民族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大一学生的李紫

云感慨万千：“读书是改变我们山里娃命运

最重要的途径，如果不是陈老师当年的关心

和鼓励，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今年 6 月 24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 2022

年毕业典礼上，陈继淮作为优秀硕士研究

生代表发言，分享自己的青春故事。

“勇担使命是我们纪念革命先辈最好

的方式！”陈继淮说，他与这片红土地注定

结下不解之缘，服务山区、服务人民是他

毕生的追求。

如今，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周边，

红军步道、红色村书、红色驿站、红色教育

培训基地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百余亩红

托竹荪完成移植……英雄的土地迎来建

设美丽红色村庄的高潮，百姓们过着幸福

安宁的生活。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这是对困牛山 100 多名壮士

最真挚的告白，是对那些逝去英灵最深情

的抚慰。

图①：贵州省石阡县预定新兵聆听红

军跳崖的英勇故事。

图②、图③：贵州省石阡县预定新兵

在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庄严宣誓。

图④：贵州省石阡县小学生祭扫烈士

墓。 严 鹏摄

制图：扈 硕

解读一座山的“精神密码”
■祝光强 本报记者 宋子洵

“北有狼牙山，南有困牛山。”贵州省石阡县龙塘镇有一个地方山势蜿蜒，绝壁陡峭，放牛至此无须看管，牛也走

不出去，故得名困牛山。

88年前，遭受围追堵截的红军战士“宁死不当俘虏，宁死不伤百姓”，毅然纵身集体跳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

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

88载光阴如刻刀般，将一段红色记忆深深地刻在一座大山的悬崖峭壁。初秋时节，记者走进困牛山，解读这座

山的“精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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