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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红色基因传承面临着“转基因”的挑
战，固根与拔根的较量、铸魂与蛀魂的拉锯、扛
旗与改旗的掰腕，一刻也没有停歇。在这种复
杂的挑战、较量中，如何占领思想高地，抢夺先
机，成为各级面临的课题。

历史启迪永在，精神价值长存。近年来，
全国各地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保护性的开发、
挖掘和有效的利用，有的收到较好的效果，但
也有的不尽人意。如何开发、利用、传承红色
资源，贵州省石阡县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

全县有价值的革命遗址就有 100余处、遗
物 400多件，这些红色资源弥足珍贵。他们在
有效开发挖掘中与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
化等多元文化结合起来，以文化为魂，整合红色

资源，打造了融红色遗址文物、生态旅游观光为
一体的革命传统教育阵地。让众多的参观者深
入体验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使优良革命传
统在每个人心中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带着战火硝烟的传
奇，一件件珍贵厚重的革命文物，不仅无声地
诠释过往故事，还生动地诠释了我们从哪里来
的精神密码，标定了我们走向何方的精神路
标。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红军长
征出发 85周年，我们每一位胸怀梦想的党员
干部，必须守望住这份红色记忆，将初心和使
命根植于我们的骨髓。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饮水思源，不忘初
心。在新时代新征程途中，还有很多新的“雪
山”“草地”“娄山关”“腊子口”等着我们去攻
克，唯有保护好利用好革命文物，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从中汲取前进的精神力量，
才能沿着革命先辈开创的民族复兴大道，跑好
接力棒，走好我们这一代人新的长征路。

用
好
红
色
资
源
﹃
源
头
活
水
﹄

■
祝
光
强

贵州省石阡县是革命老区，是一片红色热土。红军长征时两次进出，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据统计，全县较有价值的
革命遗址就多达100余处、遗物400多件。100余名红军战士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纵身跳崖的壮举，就发生在石阡
县龙塘镇的困牛山上。

革命遗迹今犹在，红军精神代代传。近年来，石阡县大力加强对红色资源的保护、挖掘与传播，让红色基因放射出夺目的
光彩。深秋时节，笔者循着红色足迹，走进石阡这片红色热土。

红色血脉红色血脉，，一直在一直在这片这片热土热土传承传承
■祝光强

石阡县城西北40公里处，困牛山像一头巨
牛静静伏卧在悬崖间。

困牛山三面临河，两面是悬崖，地形险
恶。85年过去了，跳崖红军幸存者后人陈德
昌站在困牛山南端的虎井沟上，向笔者讲起
100余名红军战士跳崖的英雄壮举，心情依然
沉重。

陈德昌的父亲叫陈世荣，12岁参加革命，
是红6军团52团的司号员。1934年10月7日，
红6军团两个师6个团在石阡县甘溪乡遭遇敌
军重兵重围，部队分头突围转战，15日抵达龙

塘镇朱家坝，准备从板桥渡石阡河去印江，不
料被敌军先抵板桥设防。为了拖住敌军，保证
军团主力顺利南撤，18师师长龙云及52团团长
田海清率 800多名战士突破关口，从朱家坝改
道，将全部围堵之敌引向困牛山。

红军与敌血战，师长龙云率 200余人冲出
重围，但由于老百姓被敌人逼着走在前面当

“盾牌”，红军不便展开战斗，一步步退到虎井
沟悬崖边。

“把枪丢下河去，一起跳崖，我们不能做俘
虏。”据陈世荣生前回忆说，跳崖的时间在下

午，他们知道崖很深，但怕伤到老百姓，宁可跳
崖也不愿做俘虏。

陈世荣因个头矮小、身体轻，跳下去就被
一根树藤缠住了，等敌人走了，他抓着树藤从
虎井沟爬出来，全身是伤的陈世荣，被一个路
过的老百姓救了，后来定居龙塘镇马槽溪村。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当地担任农会主任、大队
书记，每年都要带领全家老小去跳崖的地方祭
奠战友。

20世纪70年代，当地公社还组织群众下河
打捞红军战士遗骨。直到2001年，石阡县委党

史研究室时任副主任杨又铸，在一次机缘中接
触到困牛山战斗相关资料，深受震撼。几年
间，杨又铸走访了困牛山周边 10多个村庄的
100多名目击者及关联人，目击者都已 80多岁
高龄，能确认身份的红军幸存者已全部离世。

“当年在关键时刻红军把生的希望留给百
姓，今天若不把他们的英勇壮举挖掘出来，实
在是愧对先烈。”县委县政府会同县人武部，多
方走访调查，联系有关专家多次援助考证，最
终确认困牛山红军跳崖人数大约在100余人。

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困牛山精神，为后人
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石阡县先后多次邀请
国内、省内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调研考察，
围绕信仰、忠诚、奉献、血性等多个板块，精心
编排创作了一批高水准的音乐剧、油画等，还
出版了《困牛山红军壮举》一书，通过回溯尘封
已久的历史，揭示薪火相传的灵魂血脉，构筑
精神高地。

红军战士跳崖的英雄壮举撒下红色种子

红2军团和红6军团指挥部旧址，是红军长征
时留在石阡县的一颗珍珠。如今，这样的一颗颗
珍珠被串联起来，形成一条闪光的红飘带。

“作为革命老区，如何把这些珍贵的红色
资源，挖掘出最大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一
直是石阡县军地共同思考的课题。”中共铜仁
市委常委、石阡县委书记皮贵怀说，红2军团和
红 6军团陈列馆就是石阡县军地整合红色资

源、打造红色教育阵地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几
年，他们先后在甘溪乡、龙塘镇、龙井乡等地修
建了 7个红军烈士纪念塔、6个烈士陵园，修复
了当年红 2军团、红 6军团总指挥部和政治部
开会的会址，辐射带动沿线 20个村的红色文
化，成为石阡县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载体。

随后，他们乘势而上，对沿线的红色资源实
施保护性开发，聘请专家对红色资源进行整合优

化，重点对甘溪乡坪望村、国荣乡楼上村实施改
造，将红色文化、风土民俗融入绿水青山，打造一
批饱含红色文化内涵的美丽乡村，形成一条红色
旅游线路，借助“红色之旅”拉动当地经济。

在此基础上，石阡县将甘溪乡烈士陵园等
多个分布在公路两侧，具有特殊意义的省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条纵贯县内
外的“红色文化长廊”。

如今，沿线村庄在红色资源的推动下，焕
发出了新的生机。甘溪乡党建办主任罗俊告
诉笔者，甘溪遭遇战遗址是安江高速公路途经
之处，自从甘溪乡通了高速公路，每年来这里
追忆红军长征故事的机关干部、学生及各类参
观者达数万人。快速发展的红色旅游产业，让
不少村民看到了致富希望。

2015年，借着修建高速公路，坪望村成为
异地扶贫搬迁新村试点。因红军长征期间悲
壮的甘溪战斗在此发生，搬迁安置过程中，政
府顺势把坪望村整合成红色教育规划区，修建
了新村道路、甘溪战斗浮雕墙、主题公园等基
础设施。每天在村广场上，石阡茶灯、红色故
事大讲堂等地方特色文化和红色文化元素相
融轮番上演，众多参观者纷至沓来。

“红色文化长廊”形成一条闪光的红飘带

红色故事在石阡县广为流传，不少人都能
讲出几个红军故事。

“悲壮！悲壮！现场悲壮惨烈，战斗结束
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河水都是红色的。”

在甘溪战斗遗址旁，再忆红军战斗的情
景，满脸皱纹的李丰世老人握紧拳头，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当年甘溪战斗时，李丰世年仅10
岁。作为见证者，老人多年来一直向每一位祭
奠者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惨烈战斗故事。看着
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他叮嘱大家：“要时刻记住
那些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没有他们，哪有今
天的幸福生活！”

一段段英雄往事汇成一堂课。在祭奠现
场，石阡县委宣传部时任部长杨玲发现几个感

人的细节——前来参加祭奠的中小学生一年
比一年多，多数学生每年都会来。

笔者看到，大学生王军正在用手机拍摄，
他眼含热泪地说：“听了红军英勇战斗的故
事，使灵魂受到了洗礼，我一定把内心感受记
录下来发到微信朋友圈里，让更多的人传播
英雄壮举。”

国庆节期间，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王璐感
动地说：“原计划在这儿只待一天，没想到听了
悲壮的红军故事后热血奔涌，想再多待几天，
多收集一些战斗故事。”

崇拜什么人，就会成就什么样的人生。在
《滇西1944》首播式上，92岁的中国远征军老战
士鲍直才孤独地坐在角落，而扮演中国远征军

的演员却被拿着摄像机、照相机的
记者团团围住。

一边是众多娱乐记者围着演
员追问八卦，一边是被冷落的远

征军老兵蹒跚走出会场，那个背影着实叫人
心酸。

可喜的是，今天在石阡县看到了长征精神
“打败”八卦话题的感人景象。它像一枝报春
花告诉人们：长征精神，正在一代代年轻人心
中传承。

“每一个红色景区都是一本厚重的历史教
科书。”县委一班人感到，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
固然不可复制，但不能只停留在原有的基础
上，必须与时俱进，贴近大众的生活需求。随
即，他们在全县健在抗战老兵中挑选出 40余
名，组成“红色故事宣讲团”巡回宣讲。截至目
前，已在石阡县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
校宣讲了 50余场，场场爆满，在当地掀起学红
色故事热潮。

与此同时，紧跟时代步伐，综合运用新媒
体和传统媒体宣传手段，多维度对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进行全方位解读和展现，让习惯互联网

方式生活的人们利用手机，可看、可听、可触、
可分享，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爱国主义教育实
践之中。他们还把传承红色基因贯穿青少年
成长成才全过程，让学生在走向社会之前红色
教育无缝衔接不断线。

“常用红色基因‘洗洗脑’，倍感肩头使命
重如山。”红色教育成为党员干部任职第一课，
是该县多年来一直延续的优良传统。他们在
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三想三问”讨论活动：
想一想先辈们的英雄壮举，问一问自己的差距
在哪里？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做，问一问自己的
责任是什么？想一想弘扬传统的责任，问一问
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不好？

一路踏访，笔者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心、
他们的血液正在被红色的记忆点燃，燃烧在每
名红色传人的心田……

“追寻渐远的岁月，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
的红色故事，令人感奋，发人深思。”石阡县
县长田运栋激动地说，不懂历史的人没有
根，淡忘烈士的民族没有魂。我们不仅要带
头传承红色血脉，更要把红色故事讲给子子
孙孙听。

图片由祝光强提供
制图：扈 硕

红色记忆燃烧在红色传人的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