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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一辈子都在传播井冈山精神，

告慰爷爷最好的方式，就是宣传好井冈山

精神，让井冈山精神的火炬生生不息！”

2018 年 12 月 7 日，毛浩夫捧着一本获奖

证书来到爷爷墓前，向爷爷坦露心迹。

2018年 12月 3日，毛浩夫在上海参加

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共同主办的

“首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他以志

愿组初赛第 12名的成绩闯入决赛，最终以

优异成绩获评“志愿组优秀讲解员”。

“一定要跑好属于自己的这一棒。”

2018 年爷爷去世了，毛浩夫接过接力棒

那一刻，感受的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更是一种使命传承。

“ 只 有 走 进 历 史 深 处 ，聆 听 历 史 回

响，才能真正感受到井冈山精神的脉搏，

更好地弘扬井冈山精神。”带着这份责

任，毛浩夫重走爷爷走过的路线，探寻红

色足迹、感悟红色精神、收集红色素材、

整理红色故事。

随着对爷爷毛秉华和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的了解增多，毛浩夫发现，他对这片

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似乎有着太多不

曾了解的过往。感受到的震撼越多，井

冈山就变得越发“神秘”——这座山深深

吸引着毛浩夫孜孜以求探索。

今年 8 月中旬，毛浩夫参与整理出

版的《永远的丰碑》红色书籍发售，深受

全国各地读者喜爱。与此同时，他通过

课程研发，将目前“毛秉华工作室”收集

的红色资源，开发成便于传播的短视频、

情景剧、图片展等。

如今，毛浩夫开展井冈山精神宣讲

近 4000 场，听众累计约 15 万人次，先后

获得“江西省百佳革命文物讲述人”“江

西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毛浩夫

告诉记者，他对井冈山红色历史文化的

探寻，经历了“从不了解到有所了解，从

不感兴趣到被红色文化的魅力折服”的

过程，也越发地感觉到接过这副担子是

最幸福的事，一定要让手中的接力棒，焕

发出新时代光彩。

“告慰爷爷的最好方式，就是宣传好井冈山精神”

回到井冈山做一名红色故事讲解员回到井冈山做一名红色故事讲解员，，毛浩夫说毛浩夫说——

““接过这副担子是件幸福的事接过这副担子是件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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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井冈，丹桂飘香。
在江西省井冈山市茨坪革命旧址群，游客们常能看到一名身材挺拔的年轻人，背着扩音器穿梭于一排排干

打垒土坯房之间，自信而从容地讲解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他叫毛浩夫，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专职讲解员。本期“视点”，我们一起了解他的故事。

毛浩夫在今年吉毛浩夫在今年吉

安市安市““五一劳动奖章五一劳动奖章””

颁奖会上发言颁奖会上发言。。

毛浩夫为游客讲述井冈山革命斗争故事。

毛浩夫在井冈山茨坪为小学生们讲述革命传统。

毛浩夫与爷爷毛秉华收集历史资料。

毛浩夫为外国游客讲解井冈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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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夫：您愿意回井冈山同爷爷、爸

爸一道学习宣传井冈山精神，传播红色

基因，我非常高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

如果不看落款，你一定想不到，这是

一封爷爷写给孙子的信。

“没错，称呼用的就是‘您’。”收信人

毛浩夫说，“在爷爷眼里，关于井冈山的

事，都是神圣的。爷爷生前一定是满怀

期待，写下了这段文字。”

毛浩夫的爷爷毛秉华，1929 年出生

于江西省泰和县，1968 年开始担任井冈

山革命博物馆馆长。50 多年来，他义务

作井冈山精神宣讲报告 1.5 万余场，覆盖

听众达 220 万人次，曾被评为全国道德

模范，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展开这封家书，毛浩夫的思绪，一下

被拉回到 2016 年夏天的那个晚上。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窗外电

闪雷鸣，毛浩夫站在窗前陷入沉思。他

刚刚接到爷爷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爷

爷欲言又止，仿佛下了很大决心征求他

的意见：是否愿意放弃现有的一切，回

到家乡？

一边是省城南昌的高薪工作和优渥

生活，一边是家乡亲人的热切期盼。如

何取舍？毛浩夫一时陷入两难。

从小品学兼优的毛浩夫以优异成绩

完成了本科学业后，前往英国赫尔大学

金融系攻读硕士学位。2014 年，25 岁的

毛浩夫学成归国，在省城南昌找到一份

高薪工作。

省会城市、金融行业、高薪收入……

毛浩夫的人生路线，似乎已经非常清晰，

更令许多人羡慕。然而，爷爷的这个电

话，给他平静的生活溅起了浪花。

仲夏的夜晚短暂，可是对毛浩夫来

说，却格外漫长。一夜辗转反侧，他做出

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返回家乡

做一名红色讲解员。

“就像是一直埋在心底的种子，或许

在某一瞬间破土发芽。”毛浩夫告诉记

者。然而，转变并非一念之间。对于他

来说，虽然答应了爷爷回到井冈山做一

名红色讲解员，但也曾有过犹豫、疑惑和

彷徨。后来，经历的几件事情，慢慢改变

了毛浩夫的想法。

回到井冈山的毛浩夫，成为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一名专职讲解员。一次，他

看到一张红军干部写给妻子的英文贺年

卡。卡片上隽秀的字体、流畅的英文表

达和充盈字里行间的炽热情感，让毛浩

夫深受震撼。后来，毛浩夫知道，在 90

多年前的井冈山，“海归”并不稀奇。虽

然都戴着八角帽，穿着灰蓝色土布军装，

但他们中有许多人曾在苏联、法国、德国

等国家负笈求学。

“是什么力量吸引这些有志青年不

惜抛头颅、洒热血来到偏僻的井冈山？”

爷爷语重心长地对毛浩夫说：“是为了心

中的信仰信念，他们才来到井冈山。”

接下来的一件事，更坚定了毛浩夫

的决心。2016 年夏天，他陪爷爷前往河

北、北京等地考证发生在井冈山的相关

史料。

“当时爷爷已年近 90岁高龄，但还和

年轻人一样，辗转奔波在火车站、汽车站

和地铁站，渴了就喝口矿泉水，饿了就随

便啃几口面包。”毛浩夫说，参观考察中，

爷爷拿着笔记本不停地记录着，完全不

像一个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鲐背老人。

爷爷的工作态度，让毛浩夫深受感

动。那一刻，他理解了以爷爷为代表的

老一辈红色传承人的执着和对事业的

追求。

“就像是一直埋在心底的种子，某一瞬间破土发芽”

秋分时节，一场秋雨给井冈山带来

阵阵凉意。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略显疲惫的毛

浩 夫 回 到 办 公 室 ，拧 亮 办 公 桌 上 的 一

盏台灯，开始研读《井冈山革命斗争史

展陈概览》。

从“金融白领”到红色讲解员，实现

这种转变，对毛浩夫而言并非易事。他

不是历史专业毕业的，此前对井冈山的

红色历史并不十分熟悉。他曾一度认

为，“只要对照文物背好解说词就行。”

没想到，对解说词倒背如流的毛浩

夫，第一次讲解，就遭受到不小的打击。

那天，在井冈山茨坪革命旧址群，他拿着

扩音器讲得口干舌燥，游客们却并不“买

账”，有的听一半就走了。

“ 要 把 故 事 讲 进 游 客 心 里 ，光 靠 把

解 说 词 背 熟 远 远 不 够 ，需 要 深 厚 的 红

色历史知识积淀。”毛浩夫认真总结经

验教训，抓紧时间“充电”，大量阅读党

史 资 料 和 相 关 书 籍 ，还 经 常 抓 住 各 种

机会向党史专家和有经验的讲解员请

教专业知识。

读红色家书、唱红色歌曲……慢慢

进入工作状态的毛浩夫，不断创新讲解

红色故事形式，通过体验式、互动式讲

解，收获了一大批拥趸。

近年来，随着中外交流日益活跃，来

井冈山参观学习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

一次，一位外国翻译因为文化差异，将中

国的“南征北战”译成了“东打西打”。他

解释了老半天，可这名翻译还是听得云

里雾里，不知所云。

这 件 事 对 毛 浩 夫 触 动 很 大 。 他 认

为，作为一名有留学经历的宣讲员，更应

该发挥自身特长讲好井冈山故事，向外

国朋友介绍真实、全面、立体的井冈山。

在尝试英汉双语讲解过程中，毛浩

夫 的 认 知 也 在 不 断 变 化 。 原 来 ，他 觉

得，用英语讲解并不是什么难事，只须

将 汉 语 解 说 词 原 封 不 动 翻 译 过 来 即

可。但这样一来外国游客很难将发生

在井冈山的中国故事理解到位。他找

来党史文献与权威英译本逐一比对，力

求用词精准；进行提问预演，尽可能在

讲解过程中增加有效沟通，探索井冈山

革命故事的国际表达。同时，结合一些

国际友人对毛主席诗词感兴趣的实际，

把其中与井冈山有关的，或是在井冈山

创作的诗词找出来，与讲解相结合，扩

充内容的深度与广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浩夫以流利的

口语和娴熟的技巧，先后为来自 60 多个

国家的 350 名外宾讲解井冈山故事，备

受好评。“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在这么艰苦

的条件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这真是一

个奇迹！”一位外宾拉着毛浩夫说，“通过

你的讲解，让我更加深刻感受到了中国

共产党的伟大。”

面对赞扬，毛浩夫没有沾沾自喜，而

是结合实际总结经验，创新讲解红色故

事的方式方法。最近一段时间，他结合

中外青年的兴趣爱好特点，把讲解的红

色故事制作成双语视频在微信、抖音等

平台进行传播，让每一位参观见学者在

穿越时空中，更深刻地感悟、触摸到井冈

山精神。

“要把故事讲进游客心里，光靠把解说词背熟远远不够”

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的毛浩夫，学

成归来，甘愿放弃在大城市的高薪工

作，毅然返乡回到“革命的摇篮”井冈

山，追寻爷爷的足迹，志愿当一名红

色故事讲解员，就像播种者一样，把

井冈山精神种子撒向大江南北。

共和国的底色是红色的，我们的

红色江山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

血和生命换来的。在我国 960 多万平

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曾经激荡着多

少视死如归的冲锋和搏杀，多少壮怀

激烈的流血和牺牲，多少千难万险的

跋涉和奋进。可以说，每一寸鲜血浸

染的红色热土、每一处弥足珍贵的红

色资源，都蕴藏着感人至深的红色故

事，都铭刻着气吞山河的壮丽辉煌，

不仅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

的见证，更是续写新时代红色华章的

宝贵精神财富。

“ 要 讲 好 党 的 故 事 、革 命 的 故

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

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

传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上 ，我 们 欣 喜 地

看 到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正 踊 跃 加 入 到

这支队伍中来。南京军休讲师团成

员 们 以 对 党 的 无 限 忠 诚 ，发 挥 余 热

讲 好 红 色 故 事 ，用“ 霞 光 ”照 亮“ 后

浪”的奋斗路，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贡

献 力 量 ；“ 时 代 楷 模 ”吴 蓉 瑾 牵 头 组

建 小 学 生 讲 解 员 社 团 ，常 年 在 中 共

一 大 会 址 纪 念 馆 讲 解 ，至 今 已 培 养

了千余名小讲解员……

红色故事讲解员的岗位虽然普

通，但从事的事业光荣而伟大。每个

红色传播者要自觉涵养真挚而又浓烈

的红色情怀，始终把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当作一种事业追求，把宣

扬共产党人为党为国为民牺牲奉献的

红色故事作为一种责任担当，把信仰

的种子播撒在人民心中作为一种人生

价值，从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深

刻领悟“家”和“国”的内涵，让信仰信

念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让红色精神跨

越九天长空、焕发时代光芒。

“我们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我

们要满怀敬意地将其举起。”站在新

的 历 史 起 点 ，推 进“ 红 色 基 因 代 代

传”，既是江山永固之重要支撑，也是

民族复兴之强大动力。我们每个人

都应争当红色精神传承者，自觉从红

色基因中去寻根溯源、汲取营养，以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姿态建功新时

代、一起奔向未来。

呼唤更多的红色播种者
■周燕虎 张志昊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