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关怀伴我成长”征文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故乡是最深沉的记忆，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

我的故乡在川北，在南部县，在五
灵乡。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五灵乡曾是
革命老区，曾书写过动人心弦的红色故
事，书写过一段熠熠生辉的红色历史。
但对于五灵人来讲，那样的故事一直在
流传，那样的历史从未被遗忘，并在今
天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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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尘封在岁月深处，被风
雨侵蚀，被时间消磨，会渐渐变得模糊，
直至真假难辨。但在五灵人心里，那段
红色历史从未被尘封，仿佛就在昨天。
昨天就在1933年至1935年间，红九军81
团政治部曾设在五灵乡石城寨并建立苏
维埃政权。从此，这片沉寂了千百年的
土地有了一抹鲜亮的红色，有了一股蓬
勃的力量。那抹红色犹如绵绵不绝的气
息，从这片土地里冒出来，从空气中飘过
来，从五灵人集体的记忆中钻出来，用我
们五灵人的话说：那抹红色早已扎根在
我们心头，流淌在我们血液里。

是的，在五灵乡，红军留下的痕迹
随处可见。提到红军，当地人随手一
指，就能看到当年红军在石头上刻出的
标语，还能把红军的故事娓娓道来，如
数家珍般熟稔，语气中充满了自豪与骄
傲。作为土生土长的五灵人，我很清楚
在乡政府所在地的大门外有一个巷子，
名叫“红军巷”，巷子的石墙上刻满了

“坚决消灭敌人，扩大和巩固川陕苏
区”“坚决保卫得到的土地和政权，苏区
寸土不让”等标语，虽经数十年风雨剥
蚀，仍能辨认。

记得自己在乡中学读书时，老爱往
红军巷跑，还喜欢伸出手指沿着标语的
刻痕划拉，并想象当年轰轰烈烈的革命
场景，想象自己要是早出生几十年当上
红军战士会是什么样子。当年，五灵

乡有一大批青年响应革命号召，
踊跃加入红军，从这里走出

的红军中，有姓名在册的
烈士就达60人。可

以说，历史在

五灵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无数先烈的足
迹，让这块土地上传承着红色基因。

我十八岁离开家乡从南方到北方，
从庄稼地走进绿色军营，并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最终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
名共产党员，我看到在“党的光辉”照耀
下，自己的嬗变与升华。离开军营，转业
进入一家国有企业工作，我放下的只是
战士的身份，却没有放下战士的精神，更
没有放下身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从熟悉
的军营到陌生的企业，从陌生的工作岗
位到行家里手，我始终记着自己是一名
党员，始终记着心中闪烁着一抹“党的光
辉”，坚信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克服
的，没有什么难题是不可以解决的，所
以，我一直拼搏向前，严格要求自己，时
时刻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争做
一名优秀的企业职工，争做一名优秀的
党员。当我一次次登台领奖的时候，当
我一次次捧着奖状和获奖证书的时候，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任
何一点进步和成绩，不只是企业培养的
结果，更是“党的光辉”照耀的结果。

后来企业改制，我离开了企业，却
从来没有气馁过，因为我是一名党员，
我心中有光，我有“党的光辉”照耀，那
就是力量，也是推动自己不断向前奋进
的动力源泉。今天，看到自己在媒体领
域奔忙的身影，我常常会看到另外一个
身影，正用一双闪着金光的双手推着我
不断向前。我知道：那双手就是共产
党，就是太阳；那样的金光就是阳光，就
是“党的光辉”。

今天，当我再次跨入五灵乡场的门
槛，凭着扎根心底的记忆，呼应那抹红
色强大的磁场，自己没费多少周折便再
次走进记忆中的红军巷，如同穿越时空
而来。那些石墙还在，那些标语还在，
那一个个深刻进石头的大字熠熠生辉，
应该是新近刚用红漆描摹过，如鲜血般
殷红，格外耀眼沁心。

几乎是一种本能，我伸出了右手食
指，开始沿着那些刻痕划拉。起先，我感
觉自己的手指有些颤抖，有些迟钝，有些
轻飘，但很快手指不再颤抖了，不仅有了
力道，而且如行云流水般顺畅起来。看
见一道道殷红的刻痕从自己的指尖冒出
来，我有些恍惚，好像自己已经成了一名

红军宣传战士，或是拥戴红军的当地匠
人，让热血流淌，让热血浸入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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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灵乡场出发，向东前行不足半
个小时，便来到歧山坝村，这里是毗邻
仪陇县的交界地，距南部县城近60公
里。歧山坝以西与相邻的南部长坪山
都是红军走过和战斗过的地方，是川陕
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3年8月，为解决川陕革命根据
地的食盐问题，红四方面军发动了仪
（陇）南（部）战役，四周悬崖峭壁、易守
难攻的五灵乡歧山坝石城寨就是红军
曾战斗和驻扎过的红色地标。

跨过石城寨大门，虽然红军的身影
早已远去，但当年为了扩大政治宣传，
红军在山寨石壁上刻下的“坚决保卫自
己的土地和政府”“消灭帝国主义国民
党对川陕苏区第五次围剿”等标语，依
然清晰如初，依稀回荡着一股激昂豪壮
之气。凝视这些刻进石头的标语，自己
似乎隐隐看到了硝烟从刻痕中飘出来，
并听到枪声从远处传来。

是的，枪声越来越清晰。
那是1933年9月，红军在五灵乡各

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距离石城
寨不远的大东山盘踞着被称作“扇子
队”的土匪400多人，匪首唐鼎成经常
组织匪徒杀害苏维埃干部，抢劫农民粮
食、财物等。而且，这支扇子队还搞封
建迷信，对外鼓吹他们是“打不尽、杀不
尽，一刀砍个白印印”的“神兵神将”。

9月的一天，“扇子队”组织200多
人，每人背着一个装满“神水”的竹筒浩
浩荡荡杀奔石城寨而来。镇守石城寨
的红九军81团副营长王定双得到情报
后，通知全营做好战斗准备。头扎白布
帕，腰系红布带，手拿大砍刀的扇子队
接近石城寨时，王定双一枪便将匪首击
毙，扇子队立刻大乱。战斗结束，扇子
队死伤30多名匪徒。

不久，红九军81团撤走，仅留下一
个营驻守。到1935年，红军全部撤离
石城寨。红军走了，但那些标语留了下
来，翻身闹革命的精神留了下来。用我
们五灵人的话说：红军来过，红军在我
们这里驻扎过，就把

革命的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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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石城寨上除了当年红军留下
的标语，还有一块地叫“红军地”，因埋
葬了一名牺牲的红军战士而得名。我
想找到红军战士的墓地，献上一束野花
向英雄致敬，但四处寻觅均无结果。怅
然之际，猛然看见一位年过半百的山民
模样的男子向我迎面走来，手里同样捧
着一束野花。

男子说自己姓唐，就住在石城寨。
他还指着我旁边的一块长满玉米苗的
庄稼地说，这就是红军地，当年牺牲的
红军战士就埋在这里，但没有留下姓
名，也没有墓碑。不过，每年清明节他
都要给这位无名的烈士献上一束花，想
告诉他当地人没有忘记他们。

唐大哥蹲下去先把野花放在玉米地
旁边，随后又点了三支烟插进土里。他
说，我不知道这位烈士当年会不会抽烟，
但我知道如果他抽烟，肯定抽的也是土
烟，比不得现在的卷烟，还是过滤嘴的，
我想让他尝尝现在好烟的味道；如果他
不抽烟，就当给他插上三炷香吧。

于是我先是献上野花，接着也插了
三支烟。起身后，我没有马上离开，唐大
哥也没有离开，我们就站在红军地旁边
聊开了。他告诉我，山上曾居住有10多
户人家。由于出行不便，不少人家相继
下山，但他家一直坚守在这里，不仅种了
20亩地，还养了一大群鸡鸭。我问他为
什么不像别人那样直接搬到山下居住。
他的回答很简单，一方面自己舍不得离
开住了几十年的老家，另一方面担心自
己走了埋葬在这里的红军战士会孤单。
他说自己是听着红军故事长大的，发扬
红军精神做好自己的事，通过劳动致富
过上好日子，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告别唐大哥时，我对他说，如果自己
明年清明节不能来石城寨，希望他能帮我
在红军地献上一束野花。他点头答应，
说，你尽管放心就是，我不仅会替你献上
一束花，还会替你插上三支烟。走出寨
门，沿着石梯向下而行，中途回头眺望，我
隐隐看到一抹红色正从山顶升腾而起，像
一抹光冲向天空，把我的胸膛照亮。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中
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
学会会员。）

熠熠生辉照我心
■何军林

红船
■刘英团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
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
踪。”著名作家黄亚洲《红船》（天地出版
社，2016年6月出版）以中国共产党建
党过程为主线，充分展现了这一历史进
程的苦难与彷徨、寻觅与追求、荣光与
梦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红船”是一种精神，是中国革命的精神
之源。“‘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
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共
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
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
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这也是“红船
精神”的本质所在。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黄亚洲的《红
船》着眼于大事，落笔于伟人，以富于诗
性的笔触全景式地描绘了 1919 年到
1928年这10个春秋的中国革命史。红
船点燃了星星之火，孕育了“红船精
神”。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李大钊

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
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
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比较系统地
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场观念形
态的革命，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思考
中国的国家命运，这正是“红船精神”所
包含的深刻历史内涵。

“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
条小船”（习近平语）是历史沉淀的结
果。《红船》重点描写了五四运动、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
战争、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等事
件的“台前幕后”，以史诗般的情景架构

了中共孕育、初创、挫折、寻路的建党历
程。其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陈独秀、
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百余位个性
鲜明、命运迥异的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
时期的思索与进取、沉浮与抉择，反映
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到壮大的历
史进程和劈波斩浪的艰难与辉煌，兼具
历史厚重感和文学感染力。

《红船》以真实历史事件为依托，反

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天辟地
的大事件，全面深刻地阐释了“红船精
神”。捧读之，颇感“红船”思想的深邃、

“红船精神”的历久弥新。作为一种“坚
定理想与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红船
精神”不但改变、超越了旧的价值观，还
指引着我们沿着“红船”的航迹，夺取一
个又一个“胜利”。“革命，这是个谁也无
法撼动的东西。它就是那样存在着，带
着它所有的纹理和特征，嵌在历史之
中。”一如黄亚洲在《红船》中所言，尽管

“中国革命走进了山里”，但“若干年后，
待它呼啸出山之时，整个东半球都能感
受到隆隆作响的岩浆”。

在磅礴的历史中，《红船》奏响了昂
扬激越的音符。“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
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
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作为一种革
命精神，作为党的价值思想的体现，“红
船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相伴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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