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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我觉得坚持
就是最好的承诺
朱茗君，22 岁，女，瑞金沙洲坝红井旧址

讲解员，瑞金人

“你要尝一尝红井水吗？不敢说有点甜，

但你一定会有自己的感觉。”22 岁的朱茗君，

带我走到红井旧址前，雨水打湿了她的刘

海，她却摘掉雨伞，舀了一口井水，递给我。

这是红井旧址里年纪最小的讲解员，

来这里才 4 个月，但讲解得很走心。

她在赣州读的大学，学的是幼师，“可

能是我比较有耐心吧，容易沉得下来，对任

何事。”我问，每天重复讲 80 年前发生的一

长征路上，遇到新的他们

本报记者 马黎 郭闻

王湛 李蔚 陈淡宁

本报记者 马黎 郭闻

王湛 李蔚 陈淡宁

薪火
2016年10月
长征经过地

日前，本报记者兵分五路，抵达当年红军曾留下足迹的一个个地点。遗址虽在，周遭却已沧海桑田，换了人间。80 年

来，一代代人生长，长大，生活，老去。在同一片土地，你分明觉得，有些东西，并未远去。有些颜色，经岁月砂洗，也不曾褪

去。在本报记者的“长征路”上，与他们相遇，也走近他们的日常。

叶丹 杨树贵（前）和妻子

▼年轻的声音

我想带着孩子
每年去一个长征经过的地方
叶丹，女，35 岁，泸定县文物管理局工作

人员

在四川泸定县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

馆”，叶丹带着我们，把跟这事儿相关的前前

后后，都讲述得清清爽爽。

2005 年，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后，叶

丹来到了纪念馆。

当 时 ，她 是 以 讲 解 员 的 身 份 招 进 来

的，而现在做的，其实是文物管理。比如

纪念馆柜子里手榴弹的看护、泸定桥的定

期维修⋯⋯偶尔，客串做一下讲解。

“我觉得纪念馆的知名度正在慢慢提升，

不是我厉害
是这个地方了不起
李先进，男，40+，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

纪念品店小老板+摄影师，台州临海人

在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不意竟能碰到

在这里开店的浙江老乡李先进。这家不起眼

的纪念品店是李先进一家四口经营了 14 年

的小窝。18年前，李先进从老家出来闯荡贵

州，先是在黄果树瀑布做摄影师，然后来到遵

义，从此便落了脚，专门为参观者拍摄纪念照，

背景都是那座二层小楼和那棵老槐树。

在这儿留影的有普通游客，有党和国家

领导人，有红军后代，还有国外政界大佬。

看着照片上那些通常只在电视里见到的

大人物，记者脱口赞道：“你真棒，见过这么多

著名人物。他们怎么都请你拍照啊。”

李先进说：“不是我了不起，是这个地方

了不起。这幢小楼，是革命的朝圣地，只要对

红军对长征有兴趣，是一定要来看看的。我

只是正好在这里为大家服务。”

“以前这儿只有一座开会的两层小楼，很

有历史韵味，可现在的陈列馆藏品更有可看

性。”李先进说，17岁的女儿李亚媛是在纪念馆

里长大的，她几乎见证了这十多年来，会址从一

座小楼，慢慢地渐具规模，陈列品从单一，慢慢

地发展为影像、声音、史料等多媒体展示。

就该让我儿子去当兵
学学红军的精气神
杨树贵，男，45岁，松潘县客栈老板

国庆长假前夕，杨树贵在成都读大二的

儿子回来了。小伙子白白净净，宽松卫衣，九

分窄腿裤，潮范儿十足。

但杨树贵有个想法，想让儿子先去当两

三年兵。

在他看来，像小杨这一辈的松潘年轻人，

日子过得太轻松，从来就没有就业难的困

扰。自上世纪90年代起，松潘就因旅游业迎

来了发展的大机遇。如今，县城一半以上人

口都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工作⋯⋯

“他呀，就应该像我一样，去兵营锤炼一

李先进（左）

下。”杨树贵深深觉得，“他们这一代缺少红军

那样的精气神。”

杨树贵17岁就报名当了兵，去了老山前

线。退伍后，当起了货车司机。1998 年，他

成了县里第一批经营旅游商品的人。几年下

来，又趁政府打造松潘古城的契机，拍下了古

城里的一块地，开起了客栈。

“松潘大大小小的客栈有两三百家，总要

做出独特的地方，才有生存的空间。”杨树贵

没有少跑广西、云南、西藏去取经，每天迎来

送往一拨又一拨的客人，也总是不厌其烦地

帮人联系，跑前跑后。

停不下来的他坦言：“我这辈子，靠的就

是有一份艰苦奋斗的毅力。都说要继承红军

长征精神，这不就是新时代下需要的长征精

神嘛。如果我的孩子从兵营回来，能悟到这

些，他这一辈子，我也就放心了。”

很多人都是自发来参观的。”有时候，叶丹也

会去泸定桥上给人讲解，她开玩笑说，“我们

都是扶着最边上的铁链讲的，有些胆小的，还

不敢看下面的大渡河。”

叶丹的孩子，今年 6 岁。“这段历史离他

太远了。我准备等他 7 岁以后，每年带他去

一个长征经过的地方，让他去感受一下，重要

的是，让他了解今天我们的生活是怎样来

的。”

件事，会不会枯燥？

“这个工作其实能锻炼人的。做了长征

讲解员之后，我觉得什么难事都能搞得定。”

小朱说，来红井之前，除了以前课本上学的长

征故事，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她每天大量看

书，一开始，“边百度边看才能看懂”，还要“做

小抄”。后来，她觉得应该在讲解词之上，加

点自己的感受。

“有很多老红军来这里，跟我们聊过

天，以前我总觉得，他们一定会说当年的艰

苦，但很奇怪，几乎没有人说起如何累，也

不抱怨苦。”小朱有时候也经常问自己，她

和 80 年前从瑞金出发的红军年纪差不多，

对理想信念能做到什么，愿意付出和牺牲

什么？“我觉得坚持下 去 ，就 是 最 好 的 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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