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铁上海工程局以全面从严治党“示范党

支部”创建活动为抓手，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在工

程 项 目 落 地 生 根 ，促 使 党 的 纪 律 和 规 矩“ 严 起

来”，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成为凝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力。

李 颖摄

6月 27日，江苏大学各族大学生和社区的小学

生一起画长卷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当

日，大学生来到镇江市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开展

“民族团结一家亲 喜迎‘七一’同欢庆”活动，各

族大学生与社区的小学生共同描画长卷、载歌载

舞颂党恩。

石玉成摄

6月 30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河北省沙河市王

硇村开展“同心共筑中国梦 红色基因永传承”主题

活动，一位60年党龄的老党员带领女子民兵班的民

兵，一针一线将中国共产党党徽绣在鲜艳的红旗上，

以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赵永辉摄

6月27日，安徽省歙县举办“一心跟党走 永远

在路上”活动迎接党的生日。当日，200名县直机关

党员和非公企业的党员从县城出发，沿着革命先烈

走过的足迹，到达溪头镇汪满田村红军纪念碑。活

动中举办升国旗、唱国歌仪式，沿途宣传环保、扶贫、

文明创建等内容。

吴建平摄

心中的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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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 97 岁生
日。七一前夕，我有幸来到浙江嘉兴南湖
瞻仰红船，实现了我多年梦寐的一个愿望。

追梦红船，回望一段
难忘的历史

夏日的江南，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到
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下午，我们一
行抵达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按着导游的
引领，踏上了停靠在岸边的一条游船。

眼前的游船使我想到了心中的红船，
脑子里尽是红船的画面，不同的造型在我
的脑海里快速切换、闪现。在我心中，那是
一条高大、伟岸的船。

游船在湖面上缓缓行进，沿途景致躲
闪着向后方移动。就在大家四处寻觅红船
的时候，一条游船出现在眼前。顺着导游
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一条极普通的游船
静静地停靠在湖心岛的岸边。为了纪念
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的
历史事件，按照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要
求，1959 年仿制了一条当年的游船作为

“一大”会议纪念船，停泊在烟雨楼前的
水面上，重新还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时
的历史场景。南湖上当年的那条游船早
已不见踪影。

我站在岸边，默默地凝视着红船，思绪
一下子回到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1921
年7月的一天，上海望志路106号突然遭到
法租界巡捕袭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被迫中断。经过重新转移会场，8
月3日，就在南湖的一条小船上，13位代表
心绪紧张，表情严肃，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下午 6点多，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
幕。全体代表轻声地呼喊着：“共产党万
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那喊
声是多么压抑，又是多么神圣！

微风袭来，湖面掠起层层涌浪，红船在
水面上缓缓地颤动着自己的身躯，仿佛一
位老人在向眼前的游人慢慢诉说着游船上
的百年往事。

南湖红船，昭示一种
不朽的精神

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中国共产
党引领着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
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条小
船因而也获得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名字——
红船。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脉，一直
接受着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的瞻仰。

我站在红船前，静静地思索着，想让自

己的心靠船更近些，想仔细听听他们的谈
论。然而，我听到的只是耳边的风声，这风
声仿佛变成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召唤，一种
精神的召唤。

我默默地朗读着，开天辟地、敢为人
先，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立党为公、忠诚为
民。这就是“红船精神”，她代表和昭示的
是时代的高度，是前进的方向，是奋进的明
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
精神丰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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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中国革
命的光辉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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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来，“红船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
着我们党坚持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
前列，勇当舵手，引领航向，不断取得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百年红船，激发一生
坚守的初心

我们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把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重任和使命写进自
己的旗帜，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斗
的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顺应求民族独立、谋人民
解放的历史使命，勇立时代潮头，在南湖红
船上宣告成立，从此使中国革命的历史翻
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
首创精神，从我们党创建时起，就深深地融
入了自己的血脉。正是继承这种精神，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顺应
时代变化，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
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
发展的新时期。正是发扬这种精神，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
带领人民大踏步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时在白色恐怖中召
开大会，最终在南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使
命，虽历经挫折，却依然百折不挠、信念
坚定。随后，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
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
历经苦难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初心不
改，靠的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
的革命精神。革命烈士夏明翰临刑前写下
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
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正是对信仰的坚
守，对后人的昭示。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把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从
不谋自己的私利。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
终坚持人民立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
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
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始终把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重
大政治责任。走进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
这些战役无不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

“红船精神”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她在伟大的建党实践中形成，又在革命、建
设、改革的实践中发展，已经内化为一代代
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奋斗的精神密码，激励
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走在前列、勇当先锋。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需要每一位炎黄子孙以实际
行动传承好“红船精神”，尽心尽力、担当尽
责，作出一代人应有的贡献，在推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书写出一
份精彩的时代答卷。

弘扬“红船精神”，就要坚定理想信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要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当模范，做表率。

弘扬“红船精神”，就要始终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敢为人先。走进新时代，应主动
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勇担新任务，积
极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增强新技能，
工作中坚持问题导向，敢于迎难而上，突破
陈规陋习，完善制度机制，以工作的新成效
推进事业新发展。

弘扬“红船精神”，就要站稳人民立场，
为民服务，敢于担当。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
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群众
同甘共苦，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常思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在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施展才华，在为人民服
务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 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中国共产党引领着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

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 丁慧军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陈列大厅展出一
枚颇有特色的党徽。这枚银质帽徽呈五
角形，正面中间为中国共产党镰刀、斧
头的党徽；背面靠下上角有一挂针，角
内有“钟步全”三字；靠左上、下角处
有“1927”字样；靠右上、下角的邻边
相交处有“党”字。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工作人员实地调查，并与相关文物进行
对比，认为这并非帽徽，而是一枚具有
相当文物价值的共产党党徽。

12 年前的初夏，博物馆工作人员在
翻阅资料时发现，曾在本馆工作过的一
位老同志写过一个回忆：此文物的来源
大概有两条线索：一是由江西吉安市民
政局拨交；二是由一个外号叫“大贼牯”
的人交给瑞金纪念馆，并说“大贼牯”是

钟步全的兄弟。瑞金馆将此章拨给了八
一起义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建馆
时，八一起义纪念馆又拨交给了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

我们先从第一条线索开始查找，到吉
安市民政局、吉安县党史办、吉安县民政
局等单位查阅，无功而返。工作人员并没
有放弃调查，继续前往瑞金纪念馆。

2006 年 6 月 18 日，博物馆工作人员
在瑞金纪念馆帮助下，首先找到了一位叫
钟必浚的老同志。当询问他是否知道一个
叫“大贼牯”的人时，他马上纠正，说他
不是叫“大贼牯”，而是叫“大只牯”，就
是高大的意思。接着他直接带领工作人员
前往“大只牯”的继子钟起瓒家，才弄清
原来“大只牯”名叫钟蔚椿，在红军时期

叫钟步全，即“大只牯”和钟步全是同一
个人，而不是传说的兄弟俩。

1926 年，瑞金就有了党组织，在 1927
年，瑞金党组织开始制作党徽，每个党员
都发一枚徽章。党徽背面刻有入党年代
和姓名。而瑞金纪念馆当时陈列着 3个类
似徽章，背面姓名不同，年代不一，钟步全
是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点应该
无疑问。钟步全究竟是什么人呢？井冈
山博物馆工作人员通过走访其亲属，到民
政部门查找资料，了解到了一个早期党员
的事迹。

钟步全是 1901 年出生的，1927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县苏维埃政府工
作。上个世纪 30 年代反“围剿”的一次
攻打会昌战斗中，钟步全腿部受重伤，血

流不止，朱德脱下身上的棉背心给他包裹
伤口。不久，钟步全因腿伤而成为残疾
人。新中国成立后，钟步全一直在民政部
门领取抚恤金。1953 年，钟步全把自己
佩戴过的这枚徽章和朱德送给他的棉背心
一同捐赠给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
馆，1959 年，这枚党徽又从瑞金纪念馆
转拨到八一起义纪念馆，又辗转拨到井冈
山革命博物馆。

这枚由早期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珍藏的
党徽，现在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也是我
们党早期的党徽之一。她承载着一段不凡
的历史，传递着一种不朽的精神。

一枚珍贵的党徽
□ 刘宇祥

党旗飘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