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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红军长征光荣史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讲好长征故事”党外委员专题视察综述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冰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日前，以全国政协副主
席刘奇葆为团长的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党外委员专题视察团围绕“传承和弘扬长征精
神、讲好长征故事”，赴四川省开展专题视察。

视察团先后在礼州会议旧址、彝海结盟纪念
馆、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

念馆和泸定桥战斗旧址、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地、
宝兴县朱毛旧居等纪念馆和革命遗址遗迹考察学习。

视察过程中，委员们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实地考
察、走访老区群众，通过重走长征路、重温红军长
征光荣历史，认真领悟长征精神，为更好传承和弘
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凝心聚力。

强渡大渡河雕塑

红军不怕远征难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

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
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
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
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
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
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红军长征途中，有许多故事是人们耳熟能
详的，比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
金山等等，然而，书本上的长征故事总不及身
临其境让人更受触动。“纸上得来终觉浅，躬
行身践方感深。”这是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孙庆
聚的切身感受。

在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墙上，挂着渡河
勇士的名单。当时他们分为了两个批次渡河，
第一船由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
林带领8个战士过去之后，红一军团一师一团
一营营长孙继先带领剩下的战士再次过河。当
年在挑选渡河勇士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小故
事。

渡河任务确定后，全军战士争先恐后地都
要去加入“渡河奋勇队”，红一军团第一师一
团团长杨得志下令让孙继先就在一营里面来挑
选。在孙继先念完名单的时候，一营二连二排
四班战斗员陈万清，也就是勇士名单中排在最
后的一位战士，发现没有自己的名字，就哭着
嚷着从队伍里冲了出来，说“我一定要去，我
必须要参加”。孙继先他们仔细一看，才发现
陈万清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才入伍的，参军还不
到半年，年纪也只有十六七岁。最终，大家被
他不惧牺牲、奋勇争先的精神所打动，才同意
让他加入渡河队伍。

来到大渡河畔，委员们目睹300多米宽的
河面下水流湍急、暗流汹涌，抬头望去，两岸
险峰高耸，地势十分险要。强渡大渡河是红军
的一次生死之战，能否成功，关系到中国革命
的成败。英勇的红军将士为了救国救民，不怕
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遥想红军战士
强渡大渡河的壮举，大家眼前仿佛看到当年渡
河勇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在激流中勇
进，强渡大渡河的场面。强渡大渡河成功为大
部队打开了一条通道，飞越了被敌人视为不可
逾越的天险，打出了一场气壮山河、永载史册
的长征战役。

走上泸定铁索桥，亲身体验徒手行走也难
以站稳的险况，更能体悟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
的英勇无畏。“红四团战士冒着大雨昼夜行军
240里路，达到了三个马拉松的长度，这在今
天听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红军战士做到了，
真是可歌可泣。”在考察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
馆时，委员们由衷地赞叹。

大渡河有渡河奋勇队，泸定桥也有夺桥英
雄。与大渡河勇士名单不同，红军飞夺泸定桥
纪念馆外，整齐地陈列着纪念柱，仔细看去，
才发现只有两座石柱上有雕像，5座石柱上刻
着名字，其余都只写了“勇士”。从时任红四
团政委的杨成武将军回忆中得知，由于当年战
事非常紧张，打完泸定桥，部队又继续向前
打，22位勇士的名字没有来得及记下来。再
加上后来在长征路上，多数同志都先后牺牲
了，才使得如今我们只能为他们立“勇士”
碑。委员们感慨，这22名最先夺桥的红军战
士，绝大多数都是无名英雄，他们为中国革命
献出了宝贵生命而不求回报。这种崇高的精
神，更加值得敬仰。

其实，当时红军战士们并不知道长征是否
会胜利，却完全依靠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
念，为了他们心中的光，前赴后继。“红军长
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更谱写了
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全国政协委员、广州
雕塑院院长许鸿飞说。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中
华儿女的精神血脉之中，是信念、信仰与力量
永不枯竭的革命源泉，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委员们认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高度集中和概括，而长征精神无疑是
这个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最本
质、最核心的要义，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革
命意志坚如铁，为了践行初心和使命不怕牺
牲、不畏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坚

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
实际出发的精神。

追寻着红军足迹一路前行，从中央红军礼州
分兵，到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再到爬雪山过草地，这之中委员们有震撼、有感
动，也有对党英明决策的由衷钦佩。

据介绍，中央红军于1935年5月19日到达
礼州，在这里决定了避开大道，从敌人意想不到
的大凉山彝族区穿过的行军路线。

红军到达礼州后，面临着两条行军路：一条
是大路，向西到大树堡，但要直面国民党重兵；
另一条是小路，向北走冕宁到安顺场，但是冕宁
山路崎岖难行，还要通过国民党统治下民族矛盾
尖锐的彝族聚居区。

在充分了解敌情、路径、民情等情报后，中
革军委在5月21日电令通报全军：以主力依第
一、第五军团、军委纵队、第三军团顺序改经冕
宁、大桥、拖乌、筲箕湾、擦罗向纳耳坝、安顺
场渡口北进；而以第五团续经越嶲北进，吸引迷
惑并钳制大道正面之敌。中央红军泸沽改道分兵
的决策，成功抢占了从安顺场过大渡河的先机，
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的妄想。

登上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王母寨垭口，视
察团的委员们亲身感受着山势险峻、寒冷风急、
空气稀薄，无不折服于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

“夹金山，夹金山，离天三尺三，鸟儿飞不
过，人也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
人间。”这是从明清时期就流传在四川省宝兴县
硗碛藏族乡的一首民谣，说的就是红军长征途中
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天险。从民谣当
中，也能够感受翻越夹金山的艰辛。

既然是雪山天险，中央红军为什么还选择了
翻越夹金山呢？

红军飞夺泸定桥后，1935 年 5 月 31 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
等人在泸定召开了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
山草地一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当时中央红军有东线、西线和中线3条路线
可选择。向东、西两面进军，蒋介石有重兵把
守，一旦发生冲突，会给行军带来极大的不便。
只有中线距离最近，而且敌人防守力量薄弱，但
是要翻越夹金山。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中央
红军就踏上了这条最安全却又最危险、最艰难而
又最英勇的征服雪山草地的悲壮历程。

此后，中央红军先遣部队于1935年6月12
日到达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李先念率领在此迎
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14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到了达维镇，在懋功以

北的两河口举行了盛大的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
大会。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
方针，是当年长征取得胜利的主要经验。试想，
如果没有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
不会实现四渡赤水和礼州分兵等的临机应变及化
险为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
席吴文科赞叹道。

团结群众力量大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顾

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
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
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全国政协委员、
民进中央常委、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罗黎辉表
示，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中国共产党是为各族人
民谋利益的党，正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这样一种血
肉联系，使党和红军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真心的
拥护和支持，最终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长征
的伟大胜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
代，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罗黎辉说。

中央红军在礼州休整期间，曾借住在边家大

院。在那里，委员们看到了当年老百姓给红军打
牙祭时剁肉切菜用的木板桌，当年老百姓杀了3
头猪，还磨了豆花来招待红军战士。在边家的院
子里，委员们还遇到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边仕
光，他一边颤颤巍巍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面小
党旗包裹着的银圆，一边讲起发生在他家里的一
段往事。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谎称红军“青面獠
牙”，要“抓壮丁”“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所
以当地许多百姓都躲进了山区，边家只留下边仕
光的爷爷边玉坤守着宅院。可当红军真的来了，
老百姓发现他们虽然衣着简朴、生活艰苦，却积
极乐观、为人和善。随后，毛主席住进了边玉
坤家，得知毛主席有吃辣椒和抽烟的爱好后，
边玉坤坚持要送给毛主席几串辣椒和一捆烟
草，盛情难却下毛主席掏出一枚银圆，边玉坤
则推辞未收。

红军走后，边玉坤在毛主席用过的办公桌上
看到了一枚银圆，此后便贴身放在自己口袋里，
后来又在裹肚里藏了15年之久。他传给孙子边
仕光时，一再叮嘱：“第一不能拿去买东西，第
二不能拿着玩，第三不能对任何人说。这是咱家
的‘传家宝’，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从礼州走冕宁到安顺场，势必要经过彝区，
在这里留下了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谱写的民
族团结佳话。

据史料记载，中央红军长征317天，其中有
132天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好少数民族上层统一
战线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在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当
中，毛主席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
仗，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感召彝族达成

友好，于是奇迹般地出现了“彝海结盟”，成功
地避免了重蹈“石达开悲剧”的覆辙，在少数民
族地区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使长征队伍顺利通过的
例子举不胜举。

红军长征为什么能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
因就是始终坚持统一战线，应该说长征的胜利也
是统一战线的胜利。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原
专职副主席修福金说：“如果不建立广泛的统一
战线，在穿过彝族聚居区时得不到彝族同胞的支
持，在强渡大渡河时得不到当地船工的冒死相
助，红军就不可能排除千难万险取得长征的胜
利。”

视察途中，委员们看到曾经荒凉贫瘠、交通
闭塞、民不聊生的大凉山、甘孜、雅安等地，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群众的不懈努
力，如今公路交织、铁路纵横，城镇高楼林立，
乡村绿水青山，内心受到强烈震撼。

在看到长征沿线地区的巨大变化后，全国政
协委员、国家博物馆研究院文物与科技研究所所
长潘路深受感动，他说：“共产党为人民，人民
热爱共产党的场景感天动地，这不正是当年红军
爬雪山、过草地流血牺牲所追求的理想吗？党的
领导好、社会主义制度好，中国共产党是在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每到一处都能感受到人民群众
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

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

“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讲好长征故事”党
外委员专题视察，是继2019年“加强长征文物
保护和红色旅游线路建设”、2020年“推进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革命文物保护”党外委员专
题视察后，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的又一次学习实
践。视察中，委员们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有关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的重要论述与参观考察结合在一起，感悟长征
史诗的伟大意义，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品质，感
悟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

3年来，全国政协委员们从瑞金、于都，到
四渡赤水、雪山草地，再到陕甘宁根据地，考察
了这二万五千里路上的诸多重大节点。委员们表
示，长征是跨越时空的历史丰碑，悲壮豪迈的英
雄史诗。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是对红军将士最
好的缅怀和致敬，是对红色基因的重要传承，也
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历史责任。

“红色资源是伟大的光辉的正确的中国共产
党艰辛而辉煌的奋斗里程的光荣见证，是留给人
民、留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承和教育意义
十分重大，是千古流芳的伟大标志。”全国政协
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王林旭说。

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工作方兴未
艾，在此契机下，如何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
因、讲好长征故事，是委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

委员们表示，长征是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
伟大壮举，是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是中华
民族的英雄史诗。我们在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
讲好长征故事上不能有丝毫的懈怠，要切实把这
个精神财富利用好、传下去，让每一代人都走好
自己的长征路。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
斗中构建起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讲好长征故
事，必须把长征精神放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当中来理解来定位。弘扬建党精神也要从弘扬
长征精神、讲好长征故事这些具体方面入手，通
过讲述长征精神、长征故事来加深对长征精神的
理解。

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董希源多次重走长征路，寻访红军长征重
要事件发生地60多处，陆续创作了以长征为题
材的书画作品48件，其中《彝海永颂红军曲》
《大渡河激勇士情》《雪山低头迎远客》《悲歌欲
化草地雪》等作品深受群众好评。他表示要将视
察作为学习中共党史的实地教学，将创作红色书
画作品作为传承弘扬长征精神的具体实践。

长征精神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孙庆聚表
示，对长征精神最好的弘扬和传承，就是将其融
入每个人的内心，转化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强
大精神动力。

边仕光老人向视察团展示的“传家宝”银圆

视察团成员在夹金山考察学习

彝海结盟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