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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陈列着这样一张
老照片：破旧斑驳的民房白墙上，刷着一行
标语：“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利益的先锋队”。

“红军为什么得到老百姓拥护，看当年的
标语就能明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馆长林
道喜说。

“打倒土豪劣绅，把土地分给农民”“彻
底实行土地分配”……一个个简洁有力的口
号，向老百姓说明了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
党领导的红军是什么性质——代表工农大众
利益，夺取全国政权。

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任
务，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运动。

“分了田和地，穷人笑哈哈。跟着毛委
员，工农坐天下。”当时流传的民歌，生动表
达了农民分得土地后的欣喜。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还展示着井冈山
革命斗争时期红军的“三条纪律、六项注
意”。这些要求后来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

“为什么井冈山的老百姓那么拥护红军？
因为他们晓得，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井冈
山市委党史办副主任陈学林说。

根据地亲历者回忆，最艰难的时候，毛
泽东仍然鼓励大家坚持革命斗争，发动工农

群众。
朱德在井冈山上说过一句话——“我们

要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这些质朴深情的话语，镌刻进历史，更

镌刻进人民心中。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
傍晚，井冈山市拿山镇沟边村渥田组亮

起灯光秀，附近的乡亲、市区的居民过来游
玩，人气很旺。驻村第一书记张鑫彧说，我
们已经脱贫了，但不能停步，乡村的文化生
活也要丰富起来。

拿山镇距井冈山新城区 1公里，《十送红
军》 里唱的三送红军到拿山，说的就是这
里。今天，在拿山镇356国道旁，昔日的庄稼
地已变成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带，九丰农业博
览园、黄桃合作社、猕猴桃基地等在这里依
次铺开。

今年 65岁的拿山镇农民兰冬妹，从父辈
那里听说了太多红军亲民爱民的故事，“当年
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翻身做主，靠的是共产
党；现在我们脱贫致富奔小康，靠的还是共
产党！”

只有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才能坚
定地走向新的奋斗征程。

百年回眸，正道沧桑；高峰遥看，路在
脚下。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
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在
这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伟大
实践；在这里，见证了党与人民群众
同甘共苦、血脉相连优良作风的养
成；在这里，见证了跨越时空的井冈
山精神的孕育与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新的
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
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
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
新的时代光芒。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和力量源泉。信仰如同照亮前路的
灯、把握航向的舵、引领方向的旗。
当下，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更要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将理想信念转化为对奋斗目标的执着
追求、对高尚情操的笃定坚持、对本
职工作的不懈进取、对急难险重的勇
于担当。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
斗争最重要的一条经验，也是中国共
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重
要法宝。实践证明，一切从实际出
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我们的事
业发展才会有活力、有动力，才能在
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
优良传统，也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
艰苦奋斗的“传家宝”不能丢。唯有
如此，我们党才能永葆纯洁性、先进
性，才能扎牢执政根基，带领全国人
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中开好局。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正是有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才得以燎原，
中国革命才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发展是最好的告慰。传承好、弘
扬好井冈山精神，必须践行党的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
民、牢牢植根人民。

没有井冈山上的崎岖小道，哪有中华民族复兴的康
庄大道？奋进新征程，我们要回看走过的路、远眺前行
的路，永葆初心，勇担使命，才能更加蹄疾步稳，笃力
前行。

奋斗永远在路上，井冈山精神不朽！

“红一连”诞生于秋收起义——

支部建在连上 炉火越烧越旺
本报记者 倪光辉

“困难面前，支委先上！”第83集团军某旅野外训练
场上，一场装甲步兵专业多课目竞技比拼火热展开。该旅

“红一连”连长胡贯蕾带领支委突击车组第一个出发，在
复杂崎岖的道路上连续冲击，率先抵达目标阵地。

“只要党员冲锋在前，战士们就会紧紧跟上。”胡贯
蕾介绍，“红一连”是诞生于秋收起义的英雄连队，先后
参加过300余次战役战斗，立下赫赫战功，荣获“百战百
胜”“英勇连”等称号。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
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毛泽东根据行军中了解的情
况，决定在党员较多、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强的一连进行

“支部建连”试点，亲自在连队发展 6 名新党
员 ， 建 立 第 一 个 连 队 党 支
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

连上”的先河，从政
治上组织上确立了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血脉传承，薪火
相传。建连 93 年来，
红一连历经 19 次整

编、21 次移防。装备在更换、
编制在调整，但全连官兵始终保

持一心跟党走、坚决听党话的军魂
不改变，坚持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

投身改革强军的实际行动。每逢主官交接，
先在连史馆交接；新干部下连，先过“传统关、

理论关、军事关”；新兵下连，吃的第一顿饭是红米
饭、南瓜汤，唱的第一首歌是 《红一连连歌》，上的第一
堂课是“支部建在连上”思想政治课。

进入新时代，“红一连”官兵持续烧旺组织炉火、擦
亮党员名片，传承和发扬“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
统，先后完成了国际维和、国际联演和国庆阅兵等任
务，7次被表彰为全国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5次被授予

“党支部建设模范连”等荣誉称号，年年被评为“军事训
练一级连”。 （陶然参与采访）

图①：黄洋界风光。
井冈山管理局供图

图②：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李德清摄

图③：井冈山红旗雕塑广场。
井冈山管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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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井冈，山路盘旋，林海一山连着一
山，粉墙黛瓦的民居错落分布。极目远眺，
五百里井冈层峦叠嶂，气势磅礴。

90多年前，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走
上井冈山，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
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这
里点燃的星星之火，指引着中国革命一步步
走向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要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
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
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
代光芒。”

追寻八角楼的灯光，重走黄洋界的挑粮
小道，信仰的光辉、奋斗的史诗、人民的伟
力，辉映历史、震撼人心。

茅坪，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腹地之
一，八角楼就坐落于此。这里经常有中小学
生前来研学，他们穿着红军服，排着队，参
观阁楼上的书房，听老师讲课。

房间狭小，陈设简单：屋子南面开了一
扇窗，正对青翠山林；窗下，摆着一张书
桌。一灯如豆，当年，借着一根灯芯的微
光，毛泽东思索着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土地革命
时期。1927 年 9 月，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失利，向南转移到农
村山区，经过三湾改编，引兵井冈。

三湾改编整肃了部队纪律，却无法涤荡
现实的困境。有些同志思想打起了摆子，甚
至发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写下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 和 《井冈山的斗争》，阐述“工农
武装割据”的思想。

“两篇著作，从理论探索到实践总结，指
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井冈山党史研究专家

陈钢说。
理想信念，让人坚定执着；初心使命，

让人一往无前。
1927年 11月，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1928 年 4 月，
朱德、陈毅率领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地区，
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1928
年6月，红四军取得龙源口战斗胜利，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

在历史长河中，这些时间节点，只是短
暂瞬间。对中国革命来说，每前进一步都伴
随着流血牺牲。

张子清、王尔琢、陈毅安……在井冈山
革命烈士陵园的瞻仰大厅，纪念碑上镌刻着
15744位烈士的名字。而实际牺牲的人数，数
倍于此。据统计，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
争中，4.8万余名烈士牺牲……他们中，有的
是大学生、留学生，有的是普通农家子弟。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80 后”讲解员匡
娇说：“正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使命，激励他们前仆后继，矢志不渝。”

冬天的黄洋界，漫山依然青翠，各种林
木中最常见的就是竹子。“天下竹子数不清，
井冈山竹子头一名。”在井冈山斗争中，竹子
用处大。红军将士用它搭过帐篷、做过梭
镖，用它当罐盛过水、当碗蒸过饭，还用它
摆过竹钉阵……

在黄洋界的挑粮小道，已故井冈山革命
博物馆前馆长毛秉华的孙子毛浩夫讲起了军
民挑粮的故事。

作为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的地
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战士们有了“天
险”，却没有“口粮”。那时的井冈山，“人口
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于是，军民齐上
阵，每天往返 100 多里地，肩挑背驮把 30 万
斤粮食运上山。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
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红军的故事，无不凝
聚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本色、勤俭节约的
美德和廉洁奉公的操守。

根据地物资奇缺，下饭的盐，都是从老
墙土上刮下来熬成的硝盐。但是战士们很乐
观，还编了顺口溜：“红米饭、南瓜汤，秋茄
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今天来品尝“红军饭”的游客，会谈论
营养、口味，也许很难体会当年红军苦中作
乐的滋味。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是红军将
士的常态。只不过，在他们心中有更为甘美

的味道。
一位连长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

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穿，但是精
神非常的愉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
一致。”

没有医院，战士们就从五分钱“伙食尾
子”里抠出一点来，修建小井红军医院；担
任医院党支部书记的曾志，当年怀着身孕，
也要和军民一起去扛木头。正是有了这样的
劲头，小井红军医院才拔地而起。

“在井冈山，官兵平等、官兵一致，毛委
员、朱军长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始终
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毛浩夫感慨地说。

徜徉在黄洋界脚下的神山村，4000 亩毛
竹林连山成片。竹笔筒、竹雕、竹匾……精
美的竹工艺品，吸引着游客。

5米多宽的柏油路直通山下，经常可见挂
着外省牌照的车辆往来穿梭。“越来越多游客
来村里，打糍粑、采摘、吃农家菜，乡亲们
吃上了旅游饭。”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说，过去村里54户有21户是贫困户，2017年
21户贫困户全部脱了贫，村里现在有23辆小
汽车。

“咱们要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越过越
好，才对得起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红色
江山！”村里的红军后代、全国人大代表左
香云说。

初心——

坚定执着 追求理想

本色——

艰苦奋斗 攻克难关

深情——

同甘共苦 勇闯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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