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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横亘在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
巍峨耸立，陡峭的山势骤然收于一片开阔处，
百转千回的滁水河漾起层层叠叠的浪涌，仿佛
在为岸边那座美丽的村庄歌唱。

这里就是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
族乡沙洲瑶族村，也是“半条被子的故事”发
源地。

从挖掘到“半条被子的故事”至今，36年
过去了，故事蕴含的深刻道理不仅没有被湮
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反而历久弥新。这“半条
被子”不仅是有形的历史见证，更是无形的精
神路标。

（一）

9月16日下午，正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
族村，参观“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

“‘半条被子的故事’代表了我们党的初
心，体现了党的为民本色。”总书记深有感触
地说，“红军在自己缺吃少穿、生死攸关的情
况下，心里还是想着老百姓的冷暖。一枝一
叶总关情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队伍，我
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的感情就是共用一条被
子的感情。”

走进“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大门，
抑扬顿挫的声音传入耳中：“一部红军长征史，
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
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
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
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
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
姓的人。”

从当年接过红军“半条被子”，到如今整村
脱贫走上“幸福路子”，沙洲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映照出我们党始终不变的初心。

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

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在这里他首次
提出“精准扶贫”。总书记还明确要求“不栽盆
景，不搭风景”“不能搞特殊化，但不能没有变
化”，不仅要自身实现脱贫，还要探索“可复制、
可推广”的脱贫经验。

如今再到湖南，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徐
解秀的孙子朱小红家中看望。看到已经脱贫
的乡亲们，习近平动情地说：“你们家的变化也
说明一个道理，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民服务，
承诺了就要兑现。让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走
上小康幸福路，我们说到做到，一定会坚定不
移走下去，践行党的誓言和诺言。”

（二）

“半条被子的故事”首刊于《经济日报》
1984年11月14日一版，标题为《当年赠被情
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方——徐解秀老婆婆请
本报记者寻找3位红军女战士下落》。

1984年10月份，肩负一大批红军老战士
的嘱托，经济日报社原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开

始了徒步重走长征路采访报道的征程。也
是在那一年，他遇到了徐解秀老人，写

下了这个感人的故事。
在此后的日子里，罗
开富与经济日报记

者多次重访沙
洲村。

朱分永是徐解秀老人的孙子。朱分永告
诉记者：“一条被子能剪下半条，天底下哪有这
样的好人！我们要世世代代感恩共产党、跟着
共产党。奶奶经常这样教育我们。”

记者至今还记得，朱分永接受采访时眼含
热泪的样子。采访本上的采访记录也依旧保
留着——

1984年的时候，村里还没有学校，娃娃们
只能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上课。当时，朱分永被
推举为建校小组长。他带领大家自力更生，所
有建筑材料都是男人们用肩扛回来的，女人们
也纷纷放下家里的活计，卷起袖子上阵。就这
样，全村人齐心合力建好了新校舍；

1988年冬天，朱分永成为沙洲村党支部
书记。他组织村民自己动手修路，解决了大伙
儿的出行难题；

1989年冬，村里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村
里一片黑压压。朱分永动员全村农户筹资5万
余元，架设了1000多米长的高压线，并购置了一
台50千伏安的变压器。从此，村里亮堂起来了；

2005年，村委会牵头筹资10万元购置设
备、铺设管道，村里通了自来水；

2007年，沙洲村被确定为县级新农村建
设示范村。在村委会的组织下，村里8条主巷
道全部实现硬化，低压农网改造也完成了，还
修了一条2千米长的环山公路，村里的土特产
一车一车地运了出去；

2010年，600米长的防洪排污沟完工了，
活动中心里建起了各种健身设施，连太阳能路
灯也有了，村里人都很高兴……

就在十几年前，沙洲村贫困户还占全村
人口的三分之二。近年来，沙洲村采取“旅
游+扶贫”模式，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及特优水
果种植，开展“人人有技能”培训，举办农家乐
厨师、乡村旅游培训班等，350多名群众在家
门口实现了创业就业。2018年，沙洲瑶族村
实现整体脱贫。2019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13840元。

朱分永说：“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村里的
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群众的支持。”

（三）

踏着青石板路，走进小巷深处，记者又一
次站在徐解秀老人故居前。日子一天天过去，
岁月的痕迹印刻在村里的每个角落，也印刻在
人们的心里。

徐解秀老人生前一直在寻找当初留下“半
条被子”的 3 名女红军，但始终未能如愿。
1991年，她在弥留之际嘱咐子孙：“要永远记
着红军，听共产党的话。”从此，“听党话，跟党
走”成了她家代代相传的家训。

在徐解秀老人的后人中，有11名共产党
员，其中5人参军保家卫国。

2014年，村两委换届，传承“半条被子的
故事”的使命交到朱分永的儿子朱向群手中。

朱向群从小就极为向往曾祖母徐解秀口
中“不一样的队伍”，因此选择了参军。

退伍后，他与战友购买了挖掘机，在外承
接工程。凭着一股子闯劲，他的事业做得风生
水起。

在村里人眼中，朱向群是个能人。当村里
的老主任与村民代表找到他，希望他能接任新
一任沙洲村村主任，带领大伙儿一同致富的时
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作为一名退伍军
人、一名共产党员，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坚守共
产党人的赤子情怀，带领沙洲村百姓脱贫致
富，决胜小康。

去年，经济日报社机关党委数十名党员代
表从北京专程来到沙洲村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并在沙洲村建设“经济日报社‘四
力’教育实践基地”。活动过程

中，朱向群表示：“从小就
听曾祖母讲长征故

事，虽然每一个
细 节 都 很

熟 悉

了，但每
次听还是很感

动。我觉得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这代

人的‘长征路’就是带领全村人脱
贫致富奔小康。”

在他履新的2014年，村集体户头收
入为零，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足4000元；全村
有3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计103人；没有成
规模的产业，村民主要靠种植蔬菜水果与打
零工糊口。

了解到这些，朱向群决定，卖掉自己那台
赚钱的挖掘机，全心全意当“家长”。从建设红
色景区到推动红色旅游发展，从努力脱贫到全
力致富，朱向群把“半条被子”的精神贯穿于工
作始终，竭力为全村谋发展、办实事。

“依靠扶贫农庄、光伏发电以及红色旅
游，如今，村集体账户每年有40多万元的进
账。”朱向群自豪地表示，村里的收入大部分
用在给村民代缴医疗保险以及为低收入家庭
发放日常补助等方面，村里人的幸福指数大
幅提高。

2010年，沙洲村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
村、省级生态村；2011年，被评为省级卫生村；
2016年，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
全国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湖南分会场在此启
动；2017年，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
式在此举行。

近几年，沙洲村还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半条被子”故事旧址、“半条被子的温
暖”专题陈列馆、红军广场以及沙洲田园综
合体等文旅项目相继建成，总投资近 4 亿
元。在此基础上，沙洲村又依托红色资源，

推出“重走长征路”、特殊党课拓展训练
等适合团队建设的特色文旅服务

项目，最忙的时候要同时接待
五六十个党支部。

“只要跟党走，好
日 子 在 后 头 。

奶奶这句
常 挂

在嘴边的话，在沙洲村得到了印证。”朱向群对
记者说。

（四）

“总书记，这几年我们沙洲的变化，真是翻
天覆地。”邀请总书记在客厅坐下，朱小红讲起
了自家的幸福生活。

如今，他家不仅办起了农家乐，还开起了土
菜馆，每天都有两三桌客人，旺季的时候还经常
有人排队；他与女儿都在景区工作，有了稳定的
收入；家里还种了3亩水果……“日子真是越过
越红火了。”朱小红说。

2017年，沙洲红色旅游景区面世，沙洲村
的村民们也吃上了“旅游饭”。

朱小红告诉记者，此前，他参加了扶贫工
作队组织的厨师技能培训，练就了一手好厨
艺。2017年10月1日，他开起了村里第一家
土菜馆。后来，他的爱人也加入进来。如今，
他这个“老板”已经基本“隐退”，转而将大部分
精力放在讲解员工作上。他说，讲解员这份工
作很有意义，他要用最大的热情做好这件最值
得做的事情。

朱小红家曾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
收入微薄。县里“红色旅游发展”及“人人有技
能”培训计划让朱小红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
化。“现在，家里盖了新房，孩子也成家立业
了。最近，我正琢磨着，把土菜馆的二楼改造
成民舍旅馆。”

朱小红的女儿朱文萍此前在广东的一家
眼镜厂打工。家乡红色旅游发展起来后，她
回乡做起了讲解员，每月除了1800元的固定
工资外，还可拿到绩效奖，最多的时候一个月
可以拿到4000多元。

不久前，当几位经济日报记者再次到沙洲
村采访时，她满怀激情地把记者带到展馆，深
情地讲述道：“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
同志来到了沙洲村……”“我是听曾祖母讲‘半
条被子的故事’长大的。红军给了我曾祖母半
条被子，共产党给了我幸福生活。”

红色旅游、绿色山水、特色产业，共同绘就
了一幅色彩斑斓、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

“30多年间，我去了沙洲村9次。我无疑
斗不过岁月，可沙洲村却变得更年轻了。唯一
没有变的是沙洲村对党的感情，对红军的深

情！”罗开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半条被子的故事”之所以能够穿越历史时空，
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并引起人们强烈共鸣，就在
于它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沙洲村是一个红军长征行军中经过的山区村、
民族村、贫困村。行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短暂停
留，匆匆一过。就是行军途中之一站，就是面对一
面之缘的百姓，红军战士也视若家人，冷暖与共。
恰恰因为是行军途中之一站，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为全国人民打天下、谋幸福
的，是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长征是宣传队，这种
宣传不只是刷标语、喊口号，还伴随着时时处处、
实实在在的行动。正是这些行动在老百姓心中完
成了共产党的速描——共产党就是有一条被子也
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半条被子的故事”是在红军行军装备极为简
陋的情况下发生的——三位女红军只有一条被
子。在战略退却的过程中，在缺吃少穿、生死攸关
的时候，红军仍然记挂着百姓的冷暖。正是由于
始终保持与人民冷暖与共、患难与共、休戚与共的
血肉联系，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命、建设、
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
拥护。

由此，笔者联想到历史上与现实中那些试图把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割裂开来的人，那些试图离
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关系的人，应该多读读历
史，这样就能少做一些无用功。

“半条被子的故事”的主角是红军女战士与老百
姓。红军女战士是什么概念呢？她们不是指挥员，
不是领导人，她们的行动说明，人民情怀在整个红军
得到了自上而下的全面贯彻。正是这种救民于水
火、振兴中华的集体责任感与历史担当，支撑着红
军斩关夺隘，向死而生。

站在新时代的今天，中华民族仍然面对着
复兴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仍然需要这
种全面的、集体的责任担当。当9000
万名共产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
坚守使命，奋发作为，必然
迸发出无往不胜的
磅礴伟力。

跨越时空的温暖
——“半条被子的故事”续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从“半条被子”

看使命初心
刘 亮

图图①① 在厦蓉高速出口处在厦蓉高速出口处，，““半条被子半条被子 温暖中国温暖中国””布景墙极为布景墙极为

醒目醒目。。

图图②② 99月月1717日日，，在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在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朱小红在他朱小红在他

工作的工作的““半条被子的温暖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内巡查专题陈列馆内巡查。。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陈思汗摄摄

图图③③ 今天的沙洲村已经大变模样今天的沙洲村已经大变模样。。

图图④④ 位于沙洲村村口的生态园位于沙洲村村口的生态园。。

（（图图①①、、图图③③、、图图④④均为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委宣传部提供均为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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