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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之魂
———暑期参观长汀县中复村有感

踏跃陈旧的红军桥，穿过熙攘的红军街，呈

现在我眼前的，是中复村，是红军长征的第一村，

也是凝聚着长征精神的历史丰碑。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1929年6月，

中国工农红军二次入闽，顺利在龙岩上杭开辟革

命根据地，并于1932年在龙岩长汀建立了福建省

苏维埃政府。但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

央苏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也由此展开。出征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大军压

境，红九军团在松毛岭与敌军展开了七天七夜的

阻击战，为长征的准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1934年

9月30日，红九军团主力从松毛岭撤下，并在中复

村的观寿公祠举行了誓师大会，开始长征。

中复村位于龙岩市长汀县和连城县的交界

处，全村居住为钟姓客家人，故古名为“钟屋村”，

后改名为“中复村”。其背靠松毛岭，因此成为了

松毛岭战役的红军指挥部。松毛岭同样位处长汀

与连城的交界处，群峰连接，地势险要，东接龙岩

（现新罗区）、上杭，西通瑞金、赣南，是中央苏区

的重要门户。松毛岭的战略地位，让国民党军队

不得不引起重视，1934年秋，蒋介石电令李延年、

宋希濂、蒋鼎文等部率领十几万人，气势汹汹地

向松毛岭逼近。9月23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向松毛

岭高地发动猛攻，红军将士奋勇激战，几度重创

敌军，甚至打伤了国民党指挥官宋希濂，但最终

由于势单力薄，主力部队最终撤出了阵地。民国

《长汀县志》记载：“死亡枕藉，尸横遍野，战事之

剧，空前未有。”整场保卫战先后有一万多名红军

将士长眠于松毛岭，是湘江战役以前闽西子弟兵

伤亡最惨重的战役。由于撤退匆忙，战士们的遗

体甚至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使得当时的山头乌蝇

遍野，暗无天日。战役结束后，当地的百姓自发为

红军将士掩埋枯骨，前后历时一年之久。改革开

放后，经过多方专家的调查，最终将大部分红军

遗体转移至松毛岭的一处高地，修缮了松毛岭无

名烈士墓，并为牺牲的烈士搭建了松毛岭战役纪

念碑。

中复村中，通往古街需要跨过一道古桥。正

对桥头的右侧，刻着一道划痕，那是当年红军扩

红招兵的身高线。划痕离地面仅约1.5米，是当时

红军主要武器汉阳造步枪装配刺刀的总长。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许许多多的闽西子弟兵站在桥

头，等待着加入红军的队伍。著名的共产主义战

士钟根基，就是在此参与了红军的队伍。钟根基

老人，走过长征，杀过日寇，打过蒋匪，赶过美帝。

2019年热播的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中刘少奇

的贴身警卫员小钟就是以他为原型。当年，他与

中复村中16位热血青年一同在红军桥上参加了红

军，并在出发前相互起誓：谁活着回来，谁就要为

他们的父母尽孝！17位青年在残酷无情的战争中

相继牺牲，最终只有钟根基老人活着回来。老人

回到中复后，拒绝了组织上的工作安排，专心为

当年的兄弟尽孝，成为了一个朴实的农民。由于

其前后人生落差极大，因此也被同村人称为“最

没鸟用的人”。对此，钟根基老人却无怨无悔，只

是在弥留之际提出一个要求：“我死后，请把军功

章让我全部带走，因为它们是我17位兄弟用生命

换来的，我要把这些军功章还给他们。”钟根基老

人的故事，也缔造了中复村的一代传奇。

中复，虽为原国民党军队攻占空村后为炫耀

中央军光复所改，但在今日中华民族取得举世瞩

目的成就背景之下，中复的内涵也由此转变为中

华复兴。红星出闽西，闪耀下汀江。军魂钟屋出，

中复续辉煌。今天的我们，要以中复之魂为基，努

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

向着美好生活，以中复创中复，共同书写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渊公共事务学院2020级行政管理1班 谢曾岚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身为当代青年，我们沿着革

命先辈斗争的足迹，重温当年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和动人传奇的斗争故事，既是对峥嵘岁月的回

顾，也是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为了更加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利用

假期时间来到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塘前乡官

烈村的中共福建省委旧址纪念馆参观学习，开启

了一段难忘的实践之旅。

走进官烈村，四周绿树成荫，山峦起伏，回归

自然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中共福建省委旧址纪念

馆便坐落于官烈村的小山坡上，四周群山环抱，青

松翠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福建省委根据抗日

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此驻扎指挥全省的革命斗

争。”纪念馆的讲解员向我们介绍道。1944年9月20

日，中共福建省委在此第一次发出《关于准备抗日

游击战争政策指示》，不到一个月，省委第二次发

出《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第二次指示》，这两个文件

对于福建的抗日斗争起了积极重大的作用。为纪

念中共福建省委在永泰的活动，继承和弘扬先辈

和老区人民的革命精神，政府先后修建了中共福

建省委旧址纪念馆和纪念碑。纪念馆占地面积为

3000平方米，由纪念碑广场和纪念馆主体建筑两

部分组成。

纪念碑广场占地面积100平方米，走近纪念

碑，便发现纪念碑由一块大青石组成，上部为菱

形，下部为长方体。碑座与碑台为花岗石条砌建，

呈正方形。纪念碑四周用钢管环链围成，上部镌刻

锤子、镰刀，碑正面镌刻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题

字：中共福建省委旧址。背面碑文记述了中共福建

省委迁来官烈村，机关设在柯坑，领导全省人民开

展抗日武装斗争活动以及官烈村广大群众为保护

省委机关安全而作出的重大贡献，薛厚新、林四妹

等6位革命先辈不幸被捕壮烈牺牲等史实。悠悠几

载，斗转星移，这段荡气回肠的故事，引领着后辈

脚踏实地，矢志前进。

“一条石板路通往纪念馆大门，寓意着革命先

烈们用生命和青春走出一条坎坷崎岖之路，也寓

意着革命道路的崎岖坎坷。”我一边听着纪念馆讲

解员的介绍，一边跟随讲解员的脚步，不觉便穿过

纪念碑广场，来到纪念馆主体建筑门前。中共福建

省委旧址纪念馆的展览厅面积136.8平方米，陈列

了图片和大量实物。走进纪念馆，前厅左面墙上镶

嵌大理石镌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县革命烈

士英名录，共有41位烈士的姓名和生卒年月；右面

墙上悬挂永泰革命斗争形势图。展览厅内还陈列

着闽中人民游击队臂章、闽浙赣省委为配合解放

军解放全闽浙赣紧急任务决定书等30余件实物。

展馆内展品主题鲜明，陈列有序，一幅幅图片，一

件件革命实物，见证着永泰革命的风雨历程，展示

了中共福建省委曾在这里指挥全省革命斗争情

况。七十年多前的那场战斗，军民齐心协力，不仅

保卫了村庄，也向世人展示了真正的军民情深。烽

火岁月中，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一帧帧定

格的历史画面，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让我被老

一辈优秀家在革命时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于

奉献的伟大革命精神深深打动，愈发坚定了前进

的初心。

行进几许，学习几许，交织成前路的美好风

景，不觉间，学习实践之行已步入尾声。在那个血

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辈用鲜血乃至生命

谱写的光辉历史，为我们树立了前进的典范，激励

我们进一步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懈努力奋斗!未来，让我们继续铭记历

史，不忘初心，勤奋学习；争做率先垂范、甘于奉献

的楷模，追寻前辈红色足迹，感悟英雄红色情怀，

传承时代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信仰坚定、德才

兼备、堪当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渊海峡财经学院18级会计学班 吴泓磊冤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年风雨

征程，恰是风华正茂。在党的百年诞辰这个特殊

的暑期里，我们前往了龙岩松毛岭、新泉等地进

行了党史学习实践教育，进一步使我们从党的艰

辛历程、历史经验、辉煌成就、优良传统中深刻领

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提高了自身

的思想水平，增强了我们的爱国情怀。

在松毛岭战役纪念碑面前是一块大型无字

石头碑公墓，“青山处处埋忠骨，红军精神代代

传”这14个红色大字屹立在公墓上方，令人肃然

起敬。周边上千颗鹅卵石，代表着这里埋葬着上

千具红军英烈遗骸，人们称之为“松毛岭战役红

军无名烈士公墓”，以此纪念在战争中为中国革

命英勇牺牲的红军烈士。“松毛岭战役是长征前

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在闽的最后一战，也是异常惨

烈的一战，战役整整持续了七天七夜，为中央红

军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在这场战争中，

上万名无名红军战士和地方赤卫队烈士身死松

毛岭，鲜血染红了松毛岭土地，谱写了一曲人民

军队忠诚于党、

能打敢拼的英

雄主义赞歌。”

听完讲解员动

情地解说，

我 们 的 眼

眶湿润了，

正是先辈们的浴血奋战，才有我们今日的容光焕

发，先辈们夺取胜利的不易，使我们更加珍惜眼

前的美好生活。

随后，我们前往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复村

进行现场教学，据讲解员介绍，1934年9月30日上

午，红九军团在钟屋村观寿公祠门前大草坪上召

开告别苏区群众大会，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参

加大会并发表讲话，当天下午3时左右，红九军团

告别父老乡亲，兵分两路，率先开始战略大转移，

迈出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步，中复

村也成为了长征中红九军团出发的起点。站在红

军长征出发地观寿公祠、红军风雨桥等遗址中，

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村里的年轻人为了心中的

理想信念，奋不顾身追随红军参加长征的感人场

景，红军长征胜利已经80多年，长征精神作为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传承了下来，不怕任何艰难险

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患难与共、艰苦奋斗，长

征精神不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身为新

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让长征精神在我们身上

得到继承和发扬。

在连城新泉实践的学习更是让我们印象深

刻。新泉整训是我国军建设史上的光辉一页，新

泉整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即开展调查

会、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组织纪律教育，整训期

间，毛泽东同志主持红四军系列调查会，摸准部

队存在的问题，调查会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而是进行分类和按步骤有序地进行。此外，毛泽

东同志领导红四军开展了思想教育活动，初步探

索政治建军工作。新泉整训是红四军首次大规

模、规范化的全军集训，特别是政治整训的规模

和规范更是人民军队首次，成为我军政治整训制

度化、规范化的首创，对我国军队思想政治建设

和建设人民军队具有深远的意义。

以史铸魂、以史资政、以史育人。历史和人民

赋予中国共产党最为丰厚的实践内容，为新时代

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身为新时代的

大学生，我们应当不断探寻党的历史，深刻领悟

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畏的革命斗志、

艰辛的探索历程、崇高的爱国精神，“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我们更应让理

论知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提炼与升华。

渊金融学院20金融科技方向班 谢沣南经济贸

易学院20级电子商务一班 兰贵豆冤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

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

瞩目的历史成就，核心要义在于敢于直面各种风

险挑战，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断以自

我革命的精神锻造和锤炼自己。加强党的自我建

设，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始终是中国共

产党一以贯之的品质和原则。

在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为有牺牲多壮志”

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前赴后继的鲜明写

照。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酝酿建党过程中就

已经萌发了建设有严格纪律的政党、防止腐败侵

蚀的思想。“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了第一个纲

领，对新成员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要求；党的二大制

定了第一部党章，专设了党的纪律一章；1926年8

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

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1942年—1945年，我

们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旗帜鲜明

地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的作风建设取得巨

大成效。从革命建设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高度

重视从严治党，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

精神和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

在百废俱兴的建设时期，“敢教日月换新天”

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建设顽强拼搏的生动诠

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投入

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浪潮中，人民生活水平逐渐

得以改善，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极大地变化。在日

新月异的改革年代，“东方风来满眼春”是中国共

产党人为国家昌盛发愤图强的集中体现。随着经

济建设的如火如荼，新形势下党内出现了一些干

部搞特殊化、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现象。从1980

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些制度

的颁布实施都显示出党中央坚持不懈地以自我革

命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使我们党始终成为党和人

民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极大的政治

勇气和魄力，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管党的主张，先

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在大刀阔斧

的自我革命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勇于自我革

命，坚持在“否定之否定”中完善自我，不断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从而净化

了党内政治生态，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保证。

漫漫百年历史，浩浩光辉征程。在波澜壮阔的

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

强，从曾经的50多名党员到如今近9200万名党员，

从一叶扁舟到巍巍巨轮，经历了百年腥风血雨，却

能一次次绝境重生，走过百年风雨，却能够长盛不

衰、枝繁叶茂；跨过一道又一道的沟坎，取得一个

又一个的胜利，为国家富强和民族进步做出了伟

大的历史贡献，这一切都与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

革命，永葆生机与活力，牢记初心担使命有着紧密

的联系。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中国共产党只

有持续不断地坚持勇于自我革命，保持永不懈怠

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我们就一定

能够在“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上实

现党的自我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新发展，奏响民族

复兴更加壮丽的乐章！

渊马克思主义学院 万菊冤

回顾百年党史 永葆生机担使命

学史力行，立志成才
———暑期学习实践感悟

追溯历史记忆 汲取红色能量

重走长征路，再忆闽西行。在公共事务学院

的组织下，我们实践团一行35人赴闽西龙岩开展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探寻古田会议精神，重温才

溪乡调查往事，回望松毛岭战役烽烟，缅怀瞿秋

白烈士，学习杨成武将军事迹，赓续红色血脉，凝

聚奋进力量。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古田会址，这里山峦层

叠，树木青翠，每一片砖瓦都可以看出历史的深

沉感，荷花池前的“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大字

熠熠生辉，显得格外耀眼。讲解员告诉我们，古田

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

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会址

外的雕像前，党支部的代表们重温了入党誓词，

在这特殊的历史时空交汇点，铿锵有力的誓言，

向革命先辈们表达着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和传承

大无畏革命精神的决心，更看到了中国青年大学

生的青春朝气，坚定跟党走的信念与复兴伟大中

国梦的勇气。

走出会址，踏上151级意义深远的阶梯，我们

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园。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雄

伟的毛主席雕像，经过讲解员的介绍，了解到这

座雕塑高七点一米，寓意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的

生日，其基座为正八边形，象征着中国红军的八

角帽，每段台阶都具有不同的含义，11级台阶，代

表了1911辛亥革命事件；21级台阶，代表了中国共

产党在1921年成立，跨过每级台阶，仿佛重温了

党的历史，使每位成员热血沸腾。

80年前的古田会议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光辉

历程中的一座丰碑，为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

神财富。古田会址的行程虽然短暂但是带给我们

的意义却是永恒的，作为后辈我们应该沿着先辈

探寻真理的步伐前进，并运用于实际的学习生活

中。

接着我们来到了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

和才溪乡调查旧址，毛主席三次来到才溪并在这

里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实践团参观了纪念馆的布局，看着主席桌子上

的煤油灯和简陋的小床，每个人的敬畏之情油然

而生。这个地方被称为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当

年的5000人口就有3400多人参加了中国工农红

军，仅有20多平方公里的才溪乡培养了31位将

军，是名副其实的“将军之乡”。纵观烟波浩渺的

历史长河，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往往流芳千古，

才溪乡英雄儿女先进故事感染着我们，勉励着我

们，应该始终把自己投入到社会当中，关心时事，

承担责任。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松毛岭，松毛岭战役是长

征前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在闽的最后一战，也是异

常惨烈的一战，是一段悲壮、可歌可泣的历史。上

万名无名红军战士和地方赤卫队烈士身死松毛

岭，大家看着眼前这座用鹅卵石铺满的烈士墓，

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墓前的“青山处处埋忠骨，

红军精神代代传”这十四个字令人肃然起敬，先

辈流血流泪，后人才得以享安宁，每一个场景都

时刻警醒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告诫我们今日的

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最后一站，我们乘车前往长汀瞿秋白纪念馆

开展实践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我们有序进

入各展厅参观，同学们注视着那一件件珍贵的文

物，从那些记载着瞿秋白同志壮烈事迹的字里行

间里，用心细细地品味瞿秋白烈士为革命献身的

大无畏精神。展区内陈列着大量实物和图片，泛

黄的书本、黑白的报纸，以及瞿秋白同志用过的

日常用品等，无不承载着一段段光辉的历史。瞿

秋白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

家切身感受着那时革命先辈们为了心中的信仰

而奋勇向前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征途中我们应该

不忘初心，牢记党旗下的誓言，在新长征的道路

上砥砺前行。

红色之旅虽然已经结束，但是红色的种子已

在我们心中埋下，这次实践活动，让我们每个人

走出课堂，重走革命征途，重温革命历史。在新一

代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汇聚磅礴的

青春力量和信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

献。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要把

此次实践活动作为提升自我的一个新起点，在思

想上坚定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在行动上努力学

习，时刻准备着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不

懈奋斗！

渊公共事务学院19级公共事业管理本科班

周茂妤 王宝珊冤

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我的古田暑期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