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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红领巾情结记忆深刻

我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
我小时候，佩戴红领巾的“红小兵”

（即现在的少先队员） 是孩子们尤其
是男孩子羡慕的对象。爹说当“红小
兵”得先上学，我就嚷嚷着要上学。
1969年，二哥带着8岁的我去学校报
名。登记完名字，我怯怯懦懦地对老
师说：“俺想当‘红小兵’戴红领
巾。”老师听了乐了：“要长到 12 岁
才能加入哩。”爹安慰说：“只要你好
好学习、懂事听话，过几年，就给你
发个红领巾。”

刚上学的日子是新奇、快乐的。
为了早日戴上红领巾，我干什么事情
都积极又认真。令我记忆犹新的是，
一年级的那年暑假，我们挎着篮子，
在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的带领下，去地
里捡麦穗。我岁数虽小，但活干的一
点也不少。那年，担任村干部的父亲
在村里组织了三个专业队：成立了林
业队，保护河里的树木；成立了修桥
队，我们出村、下地干活再不用蹚河
了；而在我看来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
是成立了一支修建学校专业队。在大
家的努力下，八间崭新的教室亮相在
村西头。升二年级时，我们搬进了新
教室，破旧的长条桌也换成了新桌
凳。搬家如过年，学生们甭提有多高
兴了。

现在适龄少年儿童都可以加入少
先队、戴红领巾，但那时名额有限，
得选拔。除了看学生的成绩和日常表
现外，还要看其家庭的成分。1973
年春节开学后，老师召开班会郑重地
遴选“红小兵”。我们班大约有十来
个名额，经由大家投票选出。由于我
平时干什么都很积极，学习成绩名列
前茅，统计票时我的名字下画了好多
的“正”字——我入选啦！第二天，
老师为我们举行红领巾佩戴仪式。为
了增加仪式感，老师用彩色粉笔在学
校院子里的黑板上画了一面红旗，我
们排成队站在红旗下逐一接受老师授
予我们的红领巾。那一刻，我无比激
动，心中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为烈士扫墓带来的精神震撼

戴上红领巾的岁月是快乐而美好
的。记得那年的清明节，学校组织我
们前往石家庄烈士陵园为白求恩大夫
扫墓，由于要花钱，我没敢报名。爹
知道了这事后对我说，“花钱也要
去，白求恩是毛主席《老三篇》里专
门写的那位加拿大医生，为了支援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你要去
接受教育。”

这次活动全家人都很重视。记得
当时从我们县到石家庄市的火车票是
1元 2角，来回 2元 4角。爹给了我 3
元钱，二哥也给了我2角钱，那是他
在公社砖厂干活的伙食补助。娘和姐
姐找来纸，帮我扎了几朵小白花。爹
给了我一个装满热水的军用水壶，那
是曾跟随他南征北战的装备。晚上，
我特意把红领巾洗了、晾干、叠好，
又放在枕头底下压平，兴奋地折腾了
大半夜。次日，天刚蒙蒙亮，娘就喊
我起来吃饭。她还用干净的手帕包了
一大张白面饼、四个玉米面饼子，作
为我这两天的干粮。春天正是青黄不
接的季节，我现在都不知娘是从哪儿
找来的白面。我们乘坐火车到了省会
石家庄。从农村初到城市，一切都是
新奇的。一下车，车站大喇叭广播的
全是激昂人心的革命歌曲；走在大街
上，随处可见穿着绿军装的大哥哥大
姐姐们。我们一行从火车站步行到华
北革命烈士陵园，站在白求恩烈士的
墓碑前瞻仰鞠躬，每个人都献出了自
己精心准备的小白花。带着崇敬和好
奇，我将烈士纪念碑和墓碑上的所有
烈士的事迹都认真读了一遍。让我感
动的是，安眠于此的烈士，很多人来
自很远的地方。为了抗日战争的胜
利，他们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了二十来
岁……我眼含热泪，被烈士们英勇牺
牲的精神所感动。在此之前，我认为
参军作战的爹是很了不起的，电影

《地道战》 里的老支书是了不起的。
而那次祭扫烈士墓，我进一步了解到
成千上万的革命前辈和烈士付出了鲜
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幸福的生
活。

第二年清明节，学校又组织我们
去邯郸市晋察冀鲁豫烈士陵园扫墓。
这次我又了解到了八路军高级将领左
权将军的事迹。戴着红领巾，接受了
两次革命教育后，我对党、对人民军
队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了，一粒红色的
种子在我心田里生根发芽了。

从红色书籍中汲取营养

两次为烈士扫墓的经历，也让我
对红色书籍、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
进而开始在村子里淘书看。从那时
起，《大江风雷》《红岩》《红旗谱》

《烈火金刚》 等书籍走进了我的心
田，滋养了我的精神世界。至今，阅
读红色书籍仍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

记得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了一
本书，被书中的情节感动得稀里哗
啦。但那本旧书没有了书皮，又缺失
很多页码,我自然不知道其书名。我
只记得内容涉及大别山、解放战争、
八爷爷等信息。我一直在想：这到底
是什么书？主人公的结局如何？之后
的几十年中，我每到书店、图书馆、
书摊，都要根据内容寻找，均无果。
互联网发达后，我才有了寻找方向，
得知该书名叫 《破晓记》，但很多书
店都没有该书。2020 年，单位一个
年轻人终于从网上淘得一本送给我。
得到书的当晚，我爱不释手，近 30
万字的小说，连夜一气读完。之后，
我将之放在床头，一有时间仍反复阅
读，回味书中的感人情节，被书中所
展现的大别山人民矢志不渝、前赴后
继、坚定跟党走，为革命的成功付出
巨大牺牲的精神所感动。

红色书籍中英雄榜样的力量，激
荡着我的心田。这年，村里要修水
坝，学校组织参加劳动。我们的任务
是从河滩上拣鹅卵石，装筐抬到大坝
上。每组同学有的捡石头，有的负责
装筐，力气大的两个人抬筐。我咬着
牙和同班一个大我几岁的同学负责抬
石头，抬了半天，肩膀都红了，中午
娘看见了心疼。我乐呵呵地说：“俺
是‘红小兵’，不怕苦，不怕累，有
的是劲儿。”

1975 年，我上了初中，告别了
小学生涯，也告别了红领巾。红领巾
带给我精神的力量，也为我人生的起
始点指明了方向。让年幼的我懂得了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更加珍惜每一
天的时光。

红领巾精神伴我一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晃几十
年过去了，红领巾戴在胸前的时间虽
然只有短暂的三年，但红领巾精神对
我的影响却是一辈子的。幼年心田里
扎下的红色情结，陪伴着我辗转在各
个工作岗位上。

参加工作后，我的工作经历与红
领巾、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相连。我先
后当过公社少先队总辅导员、乡团委
书记、县少工委 （少先队工作委员
会） 主任、团县委书记等职。担任县
少工委主任时，为了使全县少先队活
动标准化、规范化，我专程到北京团
中央学少部少先队用品中心购买红领
巾、少先队鼓乐队乐器等物品。为了
节省路费、运费，我半夜搭顺路货车
到北京，深更半夜到市区装货，一次
性为全县近三万名适龄少先队员配齐
了标准化的红领巾和少先队标识用
品，并建起了少先队鼓乐队，这为少
先队开展活动创造了条件。

在县政协工作期间，我支持、组
织各界人士挖掘、整理、编写、出版
本地革命文史资料，联系出版当年南
下干部的革命回忆录，组织政协委员
参观瞻仰本县及太行老区西柏坡等地
的 众 多 红 色 遗 址 、 纪 念 馆 。 2015
年，我在本县某村下乡蹲点期间，了
解到该村很多人在战争年代参加了革
命。其中几个早期的党员有的还是革
命先驱李大钊的学生。他们宁死不
屈、英勇牺牲的事迹非常感人。经比
对党史资料得知，一名烈士的四合院
还是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的地
方。1932 年，我县成立了四个农村
党支部，其他几个旧址均难以找寻或
不复存在，因此 这 处 旧 居 十 分 珍
贵，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利用，
作 为 本 县 开 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的 基
地。这个事情由县政协委员连续两
年作为县政协全会的重点提案被提
出。我为了保护、修缮、建设第一
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的事情而多方
奔走、呼吁。之后，我又牵头组织
部、宣传部和所在乡镇向县委写了
专题报告，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
定拨出专款，修缮、建设我县的首
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之后，又联
系烈士后代搜集、征集革命文物，发
动全村、全县群众捐献文物资料，发
动党员企业家捐款……历时两年，一
座可供全县群众参观瞻仰、中小学生
接受红色教育的革命纪念馆于 2019
年 6 月 29 日揭牌了。当前，正在开展
的党史学习教育，纪念馆成为我县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课堂。

回首过往，这个党史纪念馆的
建设倾注了我儿时红领巾的情结。
是红领巾精神的长期影响和成长中
所汲取的革命历史教育，推动了我
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视，这也算完
成了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对党史学
习教育阵地建设的心愿。我希望新
时代的广大少年儿童，珍惜眼前的
幸福生活，在胸前鲜艳的红领巾的
陪伴下，播下理想和信念的种子，
打好人生底色。

（作者系河北省临城县政协主席）

我成长中的红色记忆
赵建福

■ 幼小的心灵已经开始有梦想

“爷爷奶奶，这么多画了圈的地
方，你们都要骑车去吗？”这是2015
年夏日的一天，我们正在整理“苏沪
浙战役”骑行日记并在地图上画圈标
记“中共一大会址”等骑行地点,赵
十可——我们的孙子，来到了身边，
踮着脚，趴在书桌边上，提出了上面
的问题。还未等我们回答，十可紧接
着又说：“等我长大了，我也要陪爷
爷奶奶骑车去！”

十可的话让我们既感动又欣慰！
此时十可刚4岁。

看着可爱的十可，我们坚定地答
应他：“爷爷奶奶一定带你骑行！”后
话是，我们开始训练他骑车，带着他
去登山越野、穿越沙漠，领着他去看
新四军、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和老一辈
革命家的纪念馆。特别是，遵循约
定，在我们“红色骑行”完美收官之
前，利用2020年 1月寒假，我们带
着已经读小学的9岁的孙儿赵十可，
骑行参观了“王稼祥纪念馆”和“渡
江第一船”等红色场所，祭拜了“戴
安澜烈士”陵墓——也为我们的“红
色骑行”添上了有意义的一笔。

■红色骑行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红色骑行”，是我们两位老共产
党员，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华诞，始于2008年精心设计艰苦践
行的宏大工程。沿着中国共产党成
长、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轨迹，从石库
门到天安门，13年，我们脚踩单车
骑行了104986里，骑遍了全国34个
省份（含港澳台），最重要的是，我
们寻访、参观与瞻仰了793个红色景

点，用亲临其境、身体力行的深刻体
验，深刻感受了中国共产党艰难跋涉
走向胜利，切实体会了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

我们同时认为，更应该有力地传
承红色文化。于是，整理13年的骑
行日记，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了图书《红色骑行十万里》。而为了
不能忘却的纪念，给图书作序的任
务，我们交给了刚刚读小学3年级的
孙儿赵十可。这么做，我们知道十可
或许并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即如我
们带他去参观红色景点，十可也似懂
非懂。但我们清楚，持续地进行红色
教育，一定可以让十可的心中留下深
刻的红色印记。

■传承红色文化从自己的儿孙开始

20多年前，我们就曾带着读小
学4年级的儿子去参观瞻仰毛主席、
刘少奇同志的故居。那一次参观，还
有一段十分有趣又有意义的经历：我
们巧遇了拍摄电视剧中途休息的毛泽
东扮演者古月同志。当时我们抢着给
儿子与未卸妆的古月拍了一张合影。
回来以后，老师多次让儿子在班级读

“领袖家乡游记”，合影及儿子自己撰
写的短文“我与毛主席在一起”也发
表在《芜湖晚报》上。

其实，孩子的求知欲很强，他们
渴望成长。十可在序中就写道：“我
还没有出生，爷爷奶奶就开始‘红色
骑行’了。爷爷奶奶夸奖我，说我4
岁时就会骑自行车，而且不用辅助
轮。又表扬我还会提要求，要他们等
我长大之后，带我一起去骑。爷爷奶
奶 高 兴 地 答 应 了 ， 还 和 我 拉 了

‘钩’。”当我们回到家，十可总是缠
着我们“讲啊，讲啊”，要看我们

“红色骑行”的照片和视频。十可在序
中说：“我知道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
老总，知道了红军打仗的故事，还知道
有一个小萝卜头。”

甚至于，十可还很认真地告诉我
们 ：“ 爷 爷 奶 奶 ， 我 支 持 你 们 骑
车！”“什么叫支持？为什么呀？”我们
真的想知道小孩子怎么会有这些想
法。“因为我喜欢你们，爷爷奶奶一定
在做大事！”——我们紧紧地抱住了十
可并告诉他，在那遥远的昨天，就有
许多的仁人志士在为今天干着惊天动地
的诸多大事。

赓续红色血脉，需要我们每一个普
通人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身边做
起，从儿孙开始，让孩子们从小就燃亮
红色心灯。

■ 从儿孙到更多青少年

今天，我们走进高校、企业、社
区和部队，结合着“红色骑行”所
看、所听、所思，开展红色宣讲，车
轮串起的鲜活党史，让年老者勾起回
忆眼含热泪，青年学子甚至于一个
班、一个班地热情邀请我们去演讲且
展开掏心窝的互动。

青少年需要，也愿意自觉积极地接
受红色基因教育。这在我们的“红色骑
行”途中深有感触。例如，在辽宁锦州
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在湖北麻城的董必
武纪念馆，在贵州赤水河畔的四渡赤水
纪念馆，在四川旺苍的红军城，在乌鲁
木齐的燕儿窝烈士陵园，在黑龙江牡丹
江的八女投江纪念园……我们看到了那
么多的青少年乃至幼儿园的小朋友，怀
揣虔诚致敬经典。

5岁时的十可曾问：“爷爷奶奶，
什么叫‘勇往直前’呢？”我们反
问：“你说呢？”十可回答：“我看动

画片上这么说，遇到任何困难也要朝
前走。”接着，十可神情凝重地说：

“爷爷奶奶骑车就是‘勇往直前’！”
是的，只有“勇往直前”，才能实现
梦想。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正
是因为“勇往直前”，才创造与发展
了红色的中国！

最令我们感动不已的是，2018年
春节期间，知道我们又要出发了，刚上
小学一年级的十可，找了两个红纸包，
用汉字加拼音祝福“爷爷奶奶春节快
乐、一路平安”，并且拿出他的压岁
钱，往红纸包里分别放进了200元给我
们——这是我们13年10万里“红色骑
行”收到的唯一的一笔赞助款——内含
着孩子多少深情的期许！

想想，100年前，石库门创造百年
大党的开天辟地者，他们向天下壮志激
昂地昭示共产党人的初心；南湖驶出的
那条红船，载着那么多的领袖将军士
兵、那么多的仁人志士先烈，他们所奋
斗的、期望的，乃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要换取的，不就是要让中国江山红遍，
不就是要让子子孙孙健康、快乐、幸福
地生活！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红色文
化，正是为了不辜负孩子，也恰恰要从
孩子抓起。

作者简介：赵 国 庆 ， 1954 年 出
生，1976 年入党，曾先后插队农村、
部队服役、企业做工，1978 年考入安
徽大学经济系，退休前系安徽工程大学
教授、硕士生导师；曹锦芬，1956 年
出生，1975年入党，曾插队农村，1978
年考入皖南医学院医疗系，退休前系安
徽工程大学校医院副主任医师。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夫妇俩 13 年 10
万里“红色骑行”，在 793 个红色地标
打卡致敬，夫妻俩共同获得“第九届中
国当代徐霞客”荣誉称号暨“红色旅游
特别奖”。

红色骑行 与孙子一起
文/赵国庆 曹锦芬

▲ 2020年1月19日，赵国庆夫妇带孙子赵十可骑行参观王稼祥纪念馆。

▲ 赵国庆、曹锦芬两位老共产党员，自2008
年开始，沿着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和壮大的历史
轨迹，用时13年，脚踩单车骑行了104986里，骑遍
了全国34个省份（含港澳台），寻访、参观了793个
红色场馆。2021年4月，夫妇两人的骑行日记《红色
骑行十万里》，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今年以来，每逢周末，家住北京
的孙曼珈女士就会全家一起陪孩子去
参观红色场所。接受本报采访时，孙
女士说，“现在的小孩子不了解什么
是吃苦，通过参观这些红色纪念场馆
可以让孩子们更好地知道现在的幸福
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她还表示：“参
观这些地方虽然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
效果，但是一定会在孩子小小的内心
留下烙印。”杨舒贺小朋友现在是一
名二年级的小学生，在他和妈妈参观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他对兵
器表现出来了强烈的兴趣，他说：

“那个时候中国的枪炮没有日本的
好，能胜利真的太不容易了……”当
看到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画作后，他感
伤地说：“那个时候的孩子们真是太
可怜了。”在采访中，他重复着“没
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
生活”这句话，虽然这句话是妈妈讲
给他听的，但他也正用自己的方式去
加深着对这句话的理解。孙女士坦
言，“红色场馆的参观不仅对孩子产

生心灵的触动，对自己也产生了影
响。”她表示：“一直以来都没有机会能
够系统地去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而这样一次亲子活动也让自己重新
对党、对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有了
强烈地了解学习党史的愿望。让孩子接
受红色教育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了启发
和教育。”

据了解，孙曼珈一家是在学校的引
导下开启这项红色之旅的。为引导广大
青少年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杨舒贺所在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广外分
校参与了北京市教育系统一系列党史教
育主题活动，有答题闯关、歌唱红歌、
讲述党的故事等活动；也鼓励学生提交
自己制作的各类纪念建党百年、歌颂红
色精神、英雄人物为主题的诗歌、书
法、绘画、摄影、手工制作、短视频等
相关作品；更是精选了全市诸如毛主席
纪念堂、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三一八
惨案发生地、首钢陶楼及工业遗迹等百
家红色教育场所，鼓励学生前往参观学
习。

亲子活动中感受党史教育
实习生 焦思雨

赓续红色血脉 共建红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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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5日下午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强化教育功能，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引导
他们从小在心里树立红色理想。”今天，不仅仅学校，很多家庭也行动起来，主动利用红色资源，弘扬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