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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

地，突破层层封锁……1934 年 10 月起，中国共产

党领导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

进行了伟大的长征。1936年 10月，红军三大主力

会师，标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把红色的种子播撒在

千山万水，点燃了革命星火。

伫立于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的会师

塔前，穿越枪林弹雨的浩然正气和威武气概扑面

而来，它诠释着理想、信念和崇高，展示着英勇、胆

略和忠诚，无声诉说着峥嵘岁月，也激励一代代中

华儿女，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

领下，走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取得新长征的伟

大胜利。

长征足迹遍布陇原

“长征跨越了15个省份，翻越了40多座高山

险峰，其中包括 20 余座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

山，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

高、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7月

25 日，在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馆

长李俊丰向参观者讲述着红军长征历程和长征

精神。

甘肃，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之一，是

各路红军长征部队到达最全、时间最长、地域最

广的省份，是党中央选择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

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决策地，是三大主力红军的最

终会师地。

从 1935 年 8 月 红 二 十 五 军 进 入 甘 肃 ， 到

1936 年 10 月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在历时

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

一、二、四方面军先后占领了甘肃 10 余座县城

及 36 个县的部分乡村，行程 3500 余公里，经历

了泾川四坡村战斗、腊子口战斗、岷洮西固战

役、成徽两康战役、通庄静会战役等重大战斗、

战役；召开过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

议、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等重要会议，做出了向陕

甘苏区挺进的抉择；开辟了甘南和陇南两块临时

革命根据地；最终实现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

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宣告了伟大长征

的胜利结束，谱写了红军长征的壮丽史诗。

过雪山草地，啃树皮草根……长征是人类历

史上不畏艰难险阻，不畏流血牺牲的远征，是中

国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惊天动

地的英雄史诗，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

丰碑。

“长征就是一次坚定理想信念的远征。如果

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不怕艰难险阻的钢铁

意志，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严守纪律、不怕牺

牲的精神，不可能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甘肃

省委党校 （甘肃行政学院） 党的建设和领导科学

教研部主任高璐佳说，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

相传，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创造了奇迹，也形成

了长征精神。

高璐佳说，长征精神其核心是坚持真理，坚

定理想信念，不怕牺牲，英勇奋斗，也正因为有

理想信念的支撑，红军将士才能不怕艰难险阻，

同仇敌忾，顾全大局，取得最终的胜利。

伟大精神代代相传

在会宁县会师旧址会师塔前，“学习百年党史

传承红色精神”甘肃天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研学

实践活动正在开展。

“凡是到会师旧址参观的团队，都会向红军英

烈献花、鞠躬、重温入党誓词，以此来表达对红军

英烈的缅怀和崇敬之情，目的就是永远铭记红军

长征的历史，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李俊

丰说。

“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的内涵，就是要有为

了目标，坚定信仰，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在甘肃白银市会宁县会州博物馆的红军长征红堡

子长征纪念馆内，馆长王东良这样阐述长征精神

的内涵。

1936 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会宁会师前后，

曾在红堡子村驻扎、休整 50多天。王东良的祖辈

曾经筹粮捐钱，支援驻扎在红堡子村的红军，留下

“开门迎红军”的佳话。受祖上红色家风的熏陶，

王东良自发传承前辈遗志、弘扬长征精神，自

1996 年开始收集红军遗物，再现“红色记忆”，传

承伟大的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强大的敌

人和党内分裂主义路线，会宁是红军会师之地，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团结一致、敢于胜利’的会

师精神是长征精神的延续和深化。”甘肃省红军会

宁会师旧址管委会原主任杜永胜说。

“我们从小吃着杂粮，唱着会师歌，会宁的

孩子们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的第一课就是到

会师纪念馆参观，让他们了解红军长征历史，

懂得长征艰难，明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杜永

胜说，也因如此，会宁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状

元县”，自恢复高考以来，向全国输送大学生

13 万多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 1500 多人、硕

士学位的 6000多人。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穿越历史的烽烟，在当年展开中川大墩梁阻

击战的华家岭脚下，如今已成了南峪川万亩蔬菜

基地，一座座大棚星罗棋布。“我已经脱贫了，

现在就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菜种好，为乡村振

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会宁县中川镇高庙村村民

史永刚说。

中川镇党委书记梁继伟说：“我们要继承革

命先烈的遗志，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把责任扛在肩

上，产业抓在手上，提振信心，通过发展多元产

业，带领群众过上好日子。”

“中川镇正以‘一川一梁一湾水，一街一河

一片地’的总体思路，在川区村高标准打造南峪

川万亩蔬菜产业园，带动周边群众持续稳定增

收。”梁继伟说。

在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一个

个藏族特色浓郁的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随着红色旅游的不断兴起，这个著名的“俄

界会议”所在村落迎来了新的发展蜕变。高吉村

借助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和优越的生态禀赋大力发

展生态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振兴，大胆探索“三

变”模式、借势发力，找准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

的结合点，采取政府引导、支部带动、合作社牵

头、村民入股、农户参与的生产经营模式，持续

为农户增收。

“我们准备依托‘俄界会议’遗址，把藏家

乐、民宿发展好，通过发展旅游业让群众增加收

入。”今年 45 岁的高吉村党支部书记扎西当

周说。

继承弘扬长征精神阔步走向新长征路的不止

会宁和迭部县。

甘肃省通过常态化开行“三区三州”红色文

旅专列，提高火车经过的腊子口、哈达铺、俄

界、会宁、界石铺、古浪、高台，以及辐射的两

当、南梁、兰州“八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支

持各地做热20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办好200场

红色文旅活动。下一步还将守正创新发扬红色文

化，乘势而上做强红色产业，在光大红色伟业上

持续发力。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要

走好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

长征，就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交出更为优异的答卷。

一家三代守墓人
本报记者 刘 畅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松涛阵阵，清净肃

穆，69岁的守墓人王建刚正为前来参观的人讲述红军在

巴中（通江）的故事。

1932年 12月，红四方面军从四川省通江县两河口镇

入川，以巴中为中心建立幅员面积 4.2万平方公里、人口

600多万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于1935年撤离巴中北上。

1934年春天，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由通江县民胜镇鹦

鸽嘴村迁到沙溪镇王坪村。当年，环境恶劣，条件艰苦，

缺医少药，无数红军战士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牺牲。

1934年 7月，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

决定修建“红军烈士集墓”。

几十年来，这里几度更名，2002 年最终更名为川陕

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4 月，

通江县将散葬在全县 23个乡镇的 17225名红军烈士迁葬

于此。如今，陵园内共安葬着25000余名红军英烈。

“我的父亲王成现 1932 年加入红军，先是在后勤

部，后来调入通讯班。”王建刚说，父亲因外出为红军送

信，没能跟上离开的大部队，便决定留下来为牺牲的战

友守墓。

整理墓碑、清扫地面……王成现日复一日做着同样

的工作。王建刚出生后，跟着父亲来陵园，从小便学会了

拔除杂草、捡拾枯叶、清扫陵园。

“父亲说，这里埋葬着我们的大恩人，我们要世世代

代感恩他们。”王建刚说，墓碑就像人的形象，需要每天打

理，保持干净整洁。

1994 年，王成现去世。此后，王建刚便成了接力守

墓的人。遇到农忙时节，他会先清扫完陵园，再回家干农

活，为此落下妻子不少埋怨。每当这时，他就向妻子解

释，红军是他们的恩人，作为红军后代，更应该守护陵

园。时间一久，妻子从唠叨变成支持，从支持变成参与，

闲时也帮助他清扫陵园。

如今，王建刚年事已高，他便将守墓的重任交给了自

己的小儿子王均培，并叮嘱他一定要尽心尽责。

“多年来，王建刚一家三代守护着这片陵园，令人钦

佩。”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管理局局长薛元勋告

诉记者，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已经成为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 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前

来拜谒的人络绎不绝。

上图上图 人们在江西人们在江西于都于都

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前参加纪念活动前参加纪念活动。。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万万 象象摄摄

底图底图 广西全州红军长广西全州红军长

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征湘江战役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陆波岸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