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书宁 延续红色基因 争当红色传人

“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他是我学习的榜
样，更是我生活中的领路人……”再次读完《小英
雄雨来》，沈家门小学六年级学生张书宁仍十分
感动。这本书，她从三年级第一次读到现在，已
经不知道读了几遍。

当提笔写读后感时，张书宁有太多话想
写，从这个12岁的少年身上，她感受到许多美
好的品质。“12岁的少年雨来面对敌人各种威
逼利诱，丝毫不动摇和畏惧，用自己的机智勇
敢掩护了革命战士，完成了八路军交付的任
务。”张书宁敬佩地说道，每每读《小英雄雨
来》，她总会被雨来身上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和爱国精神所感动。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是
雨来读夜校时，跟着老师齐声轻念的句子，也深
深烙在了张书宁的心中。张书宁告诉记者，作为
一名新时代少年，要将雨来的红色精神延续，努
力学习，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祖
国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除了阅读红色书籍，张书宁还经常通过身边
人讲述、参观红色基地等，了解更多革命先辈的
光荣事迹，更全面深刻地了解革命历史，感受红
色精神。

谈起前年作为一名小记者，采访一位老兵的
经历，张书宁的眼泪开始在眼眶中打转。通过老
兵的讲述，张书宁了解到老兵所经历的革命岁

月，以及和战友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情形，尤其
当老兵说到一位战友为救他而牺牲时，张书宁的
眼泪忍不住落下来。

“老爷爷的战友为了救他而不惧牺牲，这种
舍己为人的精神太令人感动了，我们要永远铭记
这些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将他们的爱国精神和

奉献精神延续下去，成为我们不懈努力的力量源
泉。”张书宁说，每每遇到学习上的困难，一想起
那些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她就多了勇气和力
量，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张书宁说，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懂得珍惜
和感恩，深知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少年强，
则国强，只有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更好地建设
祖国。

张书宁告诉记者，未来，她希望能成为一名
人民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给学生讲
红色故事，让他们继续在这些英雄事迹中，牢记
历史，扛起使命，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记者 徐丽佳 通讯员 张梦

徐洁 守护红色记忆 传承革命精神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在全国全
面展开……”3月30日上午，走进展茅革命史迹
陈列馆，讲解员徐洁正在给前来参观的游客介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那些牺牲的展茅革命
烈士。

3月初，徐洁的工作地点从茅洋新村转到街
道，并接手展茅革命史迹陈列馆讲解员的工作。
“刚接手时，对于这段历史了解得并不多。”徐洁
说，虽然之前对于茅洋会议旧址等相关情况有所
了解，但陈列馆讲解员的讲解需要知道更多知
识，“既然接手了，那就要认真把这些故事讲好。”

徐洁说，拿到讲解稿后，她“逼”自己在最快
时间内将内容记在心里，但只是背出讲解稿是完

全不够的。“要讲好红色故事，就必须将内容与图
片、展物一一对应。所以，刚上手时，只要完成手
上工作，我就会来陈列馆，对着陈列馆内的图片
及展物进行模拟练习。”徐洁说，经过一遍遍的模
拟讲解，现在面对前来参观的游客，她都能流利
地讲出那些故事。

“这些照片从何而来？”“智屯老人的智屯是
他的名字，还是当时的村名？”……徐洁告诉记
者，讲解时，游客们有时会提出各种疑问。“因此，
要想做一名好的讲解员，除了把故事讲出来，更
多的还要去探寻故事背后更深的知识。”

每次遇到不懂的问题，她都会记在心里，等
回到办公室，或在网上查阅资料，或询问老一辈

工作人员。空闲时，她会经常翻阅记载展茅历史
的书籍阅读，将书本内容消化为自己的知识，“也
正是这样的探寻，进一步加深了我对革命历史的
了解，丰富了讲解内容，也增长了自己的阅历。”
徐洁说。

对不一样的参观对象，徐洁会采取不同的讲
解方式。“史迹馆有时会接待一些小朋友，他们对
枯燥的讲解没什么兴趣，那我就换一种方式，便
于他们理解，牢记历史，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徐洁告诉记者，每次讲解，最令她高兴的是，前来
参观的人对讲解工作感到满意，记住这些故事，
并传递给更多人。

“先辈们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胜利成果来
之不易，我们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踏着他们
的足迹不断前进。”徐洁说，作为一名党员，了解
党的成长发展历程，是一门必修课，今后她会更
用心地讲好展茅革命先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
解，继承和发扬他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记者 王梦倩 诸葛晓明 通讯员 滕忠平

：又是一年清明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不仅仅是扫墓祭祖的节日，更是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节日。
本报特推出专版，以“红色清明”为主题，用文字、镜头和行动告慰先烈：我辈定不负这新时代，必当自强,为伟大理想接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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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 讲好红色故事 传播红色力量

用脚步丈量红色岁月，用笔端、镜头感知时
代温度。在建党百年之际，区融媒体中心推出了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寻访红色足迹”栏
目，媒体人努力践行“四力”，踏访红色足迹，追寻
红色记忆，激发广大受众的家国情怀。

3月29日上午，区融媒体中心新媒体运维部
的摄制小分队开启了“寻找红色足迹”栏目新一
期内容的拍摄。这次，他们来到了位于六横镇峧
头新村贺家山的东海游击总队英烈纪念园。

“六横是舟山群岛第三大岛，东海游击总队
史迹陈列室便坐落在六横贺家山公园。修葺一
新的展馆里，依然传颂着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英
雄悲歌……”摄制小分队成员从山脚拾级而上，
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东总”史迹陈列室。革命史

迹示意图、革命斗争传历 、革命烈士名录……
陈列室内，历史资料详细地再现了当年“东总”
在舟山群岛的革命斗争史实，陈列馆管理员为
摄制小分队成员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革命故
事。

“我们发现，有些红色遗址经历了历史变迁，
已经难以重现原本的面貌，需要寻找大量的资料
考证。”区融媒体中心新媒体运维部记者王梦倩
告诉记者，拍摄中，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历史
的亲历者和知情人，通过他们的讲述，尽可能生
动地还原普陀红色历史故事。

离开陈列室，经过近20分钟的脚程，摄制小
分队抵达了位于山顶的“东总”英烈园广场，广场
正中巍然屹立着“东总”革命烈士纪念碑，让大家

肃然起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

史，讲好红色故事，具有特殊意义。”王梦倩说，
革命先辈出生入死、艰苦奋斗，就是为了后辈能
够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名记者，一名年轻党员，
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些革命历史故事和革命精

神讲述好、传承好，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属于普陀
的红色记忆，唱响我辈当自强的声响的时代强
者。

据了解，东海游击总队英烈纪念园是“奋斗
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寻访红色足迹”栏目的
第六站，摄制小分队从今年1月开始，已经先后走
访了东港蒲岙村、展茅黄杨尖村、东港南岙村塔
岭下、展茅茅洋新村、东港红旗村等地，通过主持
人第一视角，寻访普陀地标性的红色印记，深入
挖掘普陀党史上铭载史册的重大事件及革命先
烈的英勇事迹和战斗故事，并通过报纸、广播电
视以及新媒体等全媒体平台进行刊播和推送，引
起受众的广泛关注。下一站，摄制小分队将前往
登步进行拍摄。

□记者 陈璐瑶

消防员 继承红色精神 汲取奋进力量

“陈建军同志是我们的前辈，也是一名光荣
的共产党员。1998年，在扑救一起渔轮起火事件
中，他冲锋在前，英勇献身。他这种忠诚为民、向
险而行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清明前
夕，在普陀消防救援大队陈建军烈士纪念馆中，
10余位消防救援队员整齐列队，认真聆听陈建军
烈士的英雄事迹。

据悉，随着清明节临近，普陀消防救援大队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缅怀先烈、学习红色精神的活
动，以听党史、上党课、忆先烈等形式，让消防救
援队员进一步筑牢忠诚于党、热爱祖国、献身使

命的坚定信念，增强扎根基层、献身消防救援事
业的信心和决心。

贺天培是去年底加入普陀消防救援大队的，
他告诉记者，除了平时艰苦训练、积极参加灭火
救援任务，在执勤之余还参与党史学习，与队友
交流分享心得体会成为他融入集体，不断提升自
身意志力的重要方式。

“在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作为消防救援队
员的我，也要不断学习和继承先烈们的革命精
神，在日常训练、抢险救援中更加刻苦努力，担起

‘守护一方平安’的职责。”贺天培说。

据普陀消防救援大队指导员茅青埼介绍，
由于消防救援大队实行24小时执勤战备制度，
时时刻刻面临着各种突发情况，对于一名消防

救援员来说，除了过硬的本领和身体素质，强大
的心理素质和坚定的思想信念同样必不可少。

据悉，为增强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增进队
员们对消防救援事业的使命感和荣誉感，近年
来，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坚持以党建带队建，利
用平时空闲时间，组织队员前往青龙山烈士纪
念碑、东极“东海第一哨”开展主题党日和见学
活动，举办“24小时驻勤备战怎么看”“当初入党
为什么、现在为党做什么”等特色党课，在学习
与交流中碰撞思想，在讨论与分享中深化红色
教育。

□记者 郭杰 诸葛晓明 通讯员 张石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