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次，我们报道组之所以将叶庆华邀请到金华一中巡讲，

不仅是因为这所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的百年名校有着厚重的

历史底蕴，更因为这所学校还涌现过不少革命先烈。

4 月 15 日那天，金华一中校办主任郑佳宁和该校思政教师

夏咸乐，就刚刚带领着部分同学，走出教室，走进校史馆，为大家

上了一堂别样的思政课。

“金华一中是一所有着丰富红色基因的学校，翻译出第一个

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就是我们的校友。”郑佳宁

说，陈望道当初在老宅中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误将墨汁当红糖

蘸粽子吃，还连连称甜，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真理也是有味道的，

甚至比红糖更甜，“正是有了陈望道和无数马克思主义者对信仰

的共同坚守，才有了我们如今的美好生活。”

金华一中的历史上，还有邵飘萍、雷烨、钱兆鹏、贾南坡等著名

校友，都在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的道路上，最终献出了生命。这些英

烈，也成为了金华一中红色基因里的重要组成。

正是有着这样的精神传承，让创建于 1902 年的金华一中，

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度艰难西迁至丽水缙云，依旧坚持办

学。此后还涌现出如诗坛泰斗艾青、著名史学家吴晗、著名经济

学家千家驹、著名画家张书旗、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等一大批

知名校友。

这，就如同随后夏咸乐老师结合“勤奋、严谨、朴实、进取”的

校训，以《“硬核”金中》为题的特色微党课上所说：“站在三尺讲

台之上，我能掂量到那份红色传承的分量，一代又一代‘金中人’

背后，是不变的志节，更是鲜活的一抹红。我们不仅要传

承一段段红色基因，更要在未来融入红色基因。”

“硬核”的背后
有着一抹鲜红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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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教室聆听故事
拉近和英烈的距离

“我是江西上饶人，我的外公，跟着方志敏参加

了革命；我的爷爷也是追随方志敏的，后来牺牲了。

我是志敏中学的学生，所以，我今天讲讲方志敏的故事。”4月16

日，在“庆祝建党百年 百场烈士故事会”启动仪式上，叶庆华为

所有嘉宾讲述了方志敏的故事，她还邀请到了雷锋的前战友蔡

云等前辈。

这是由钱江晚报、浙江传媒学院等单位共同推出的大型公

益活动，通过烈士亲属或知情人的现场讲述，再现一个个平凡而

伟大的英雄形象。

“人的一生都在选择中度过，我们要学习烈士身上的‘爱与感

恩’，他们将自己最深沉的爱，给了脚下的土地，我们也要爱自己，

爱父母，爱老师，爱祖国，以小爱成就大爱。”随着叶庆华女士的深

情讲述，记者在现场发现了几位刚刚在前一晚聆听过叶庆华思政

课的金华一中的同学。

活动结束后，金华一中高二（3）班刘海垚同学告诉记

者 ，他 对 每 一 个 故 事 都 深 有 感 触 ，“ 在 一 个 个 响 亮 的 名 字

中，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我们可以与‘英烈’这个概念离

得这么近。”

刘海垚说，当他看到少先队员们为烈士亲属系上红领巾，

献上鲜花时，他感受到的是两代人的精神碰撞和融合，“两代

人，在思想和价值观念上本有着巨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因对

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对烈士精神的尊敬而消解了，‘英烈’不再

是简单的名词，而是一个个鲜活的身影，演绎着鲜活的曾经。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红色精神会永远留在

我们心中。”

金华一中校办主任郑佳宁也告诉记者，学校之所以一直鼓

励同学们参加此类活动，是希望他们走出教室，接受最鲜活的思

政教育，从一个个生动且接地气的故事中，更好地学习党史，传

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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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走进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烈士亲属讲述英雄故事

少年，请记住英烈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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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亲属讲述英雄故事

少年，请记住英烈的名字
“金华有多少位烈士？最小的几岁？你们学校曾有

过多少位烈士？”这是 4 月 15 日晚，孟祥斌烈士的遗孀、

叶庆华女士向金华一中同学们的提问。

在过去14年中，叶庆华一直致力于为烈士寻亲这件

事。十多年来，她已经先后为 130 多位烈士找到了家

人。所以这一天，叶庆华来到金华一中巡讲时，便以“英

烈”为关键词，给金华一中的师生们，上了一堂内容生动

鲜活的思政课。

金华最小的烈士牺牲时才9岁

“金华市有名有姓的烈士约 2300 名，最

小的只有 9 岁，叫王景秀。”没等学生们回

答，叶庆华已经报出了精确的数字——

这个“9 岁”，引起了台下学生们的一

片唏嘘。

在叶庆华看来，每一位英烈，都

是党史的一部分，他们的故事，也

都 是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最 鲜 活 的 素

材。所以，她在金华一中的巡讲，也

将主题定位在“英烈”这个关键词

上。并且她还带了一位烈士亲属来到

现场——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第 8

大队情报员金明清烈士的孙女施国芳。

当年，金明清面对严刑拷打毫不畏惧，坚

守党的秘密，最终光荣牺牲。党的秘密保住了，可对

一个家庭而言，失去了亲人又是何等的痛苦！但施国芳

依旧坚定地告诉同学：“正是因为曾经付出了那么多的牺

牲，我们才要更好地珍惜如今岁月。”

叶庆华也回忆了自己与爱人孟祥斌生离死别的那一

刹那——“我和孩子在现场，我是一个女人，很自私，我拉

住了他，让他从岸边上下桥。有两个阿姨也拉住了他，说

桥高，他说，我行；另一个阿姨说，危险，他说，救人要紧。

于是，他从11米高的桥上跳了下去。最后一刻，他对我大

喊我不行了，来人帮帮我，那一刻，我的内心，天崩地裂。”

这时，叶庆华是哽咽的，“但是，我更想讲的是，我选

择宽容，我如果那天不让他跳河救人，他会在内疚自责中

过一辈子。”

每一个名字都值得铭记

“很多英烈都没有留下名字。据我所知，仅东阳就有

五处烈士的合葬墓，他们都没有名字。你们现在能坐在

这里好好学习，你们想象过每一位烈士的背后，都承载着

一户家庭的幸福吗？”叶庆华还分享了抗美援朝烈士的一

些故事，“有位失去儿子的母亲，每天晚上对着煤油灯看

照片，但一次偶然，照片被火烧着了，从此，那位母亲疯

了。我最近告诉这位母亲的小儿子，你哥哥的墓地找到

了，全家人热泪盈眶，因为这个消息对于这户盼亲人盼了

70多年的家庭而言，意味着团圆。”

在金华一中的巡讲中，叶庆华也从另一个角度讲述

了自己对“教育”这个词的理解。“教，左边一个孝，右边一

个文。百善孝为先，德行天下。要成为真正的文化人，前

提是要有爱国情怀。”在她看来，日常生活学习之外，我们

必须铭记为我们的幸福生活而付出生命的烈士，感悟他

们的初心，传承他们的精神，更要尊重英烈，“每一位烈士

心里都装着‘国’字，这是他们的初心，也应是我们每个人

的初心。”

“教育是为了成为自立、有独立灵魂的人。没有天生

的英雄，每个人都是平凡中的英雄，只是在祖国需要、人

民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在危难时刻作出生死抉择。”

所以，叶庆华希望，如果同学们有时间，可以走进家

乡的烈士纪念馆、故居，“在你迷茫的时候，可以在他们身

上找到一种正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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