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砖红墙的会师楼，巍然高耸的会师
塔……走进位于甘肃省的红军会宁会师旧
址，劲柏傲寒，苍松挺立。

甘肃会宁，一块红色热土。1936年10
月，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冲破数十
万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围追堵截，爬雪
山、过草地，克服艰难险阻，在会宁和将
台堡实现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
志，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甘
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荣珍说。

铁流汇聚

会师门，过去叫作西津门。“因为红
军当年从此门进城，后改名为会师门。”
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讲解员杨婷说，四渡
赤水、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翻越六
盘山……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纵横十余省
份，最终实现胜利会师。

“会宁县文庙大成殿，当年，庆祝红
军主力会师联欢大会就在这里举行。”杨
婷讲解道。联欢大会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政
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朱德总司令宣读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
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来的 《中央
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并号召会师部队“更要团结一心，互相尊
重，并肩作战，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
欢呼声冲天而起，回荡在会场上空。

“当晚，会宁城内人头攒动，彩旗飘
舞，这座偏僻的小城从来没有这么热闹
过。”杨婷说，县城成了红色的海洋，战
士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徐向前元帅在 《历史的回顾》 一书中
这样写道，三个方面军大会师胜利结束了
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李荣珍介绍，大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
多的红军三个方面军数万里长征历程的胜
利结束。三支主力红军会师西北之际，正
是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之
时，会师后的红军将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
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职责。

现在，在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的一
角，一份当时的“党员登记表”见证着
那段峥嵘岁月。表格是手工绘制，党员
信息是：李道存，19 岁，属于通讯连，
籍贯为黄安县 （今湖北省红安县） ……
红军从会宁离开时，登记表遗留在县城
周家大院。为保存这份登记表，当地群
众 周 大 勇 的 母 亲 把 它 缝 进 枕 套 。 1996
年，登记表被周大勇发现后并上交相关
部门，2000 年 8 月，被国家文物局鉴定
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党旗为证，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和
战士的坚定信仰，红军才战无不胜，从一

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杨婷说。

鱼水情深

红堡子村，隶属会宁县郭城驿镇，
1936年秋开门迎红军，后被授予“支援红
军模范村”称号。“这里地处两县交界
处，是红军会师必经之地。”红堡子村党
支部书记齐占虎说，当时红一方面军的同
志找到当地民团团长王瀚，希望允许红军
进驻红堡子。

“得知是红军，老人亲自迎。”王瀚后
人王东良说，王瀚带领村民升起红军旗
帜，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不仅热情款待，
还捐献了钱粮和枪支弹药。在一份1936年
9 月的 《红色中华报》 上，有这样的报
道：“仅在郭城驿一地，就筹集粮食四五
百石。”

“红军将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的
用的，按价付款。”会宁县政协原副主席
王文汉说，红军进城后，有一些住在百姓
家。“他们就在院里搭个棚，席地而睡。”
王文汉说，吃喝用度，红军记着账，临走
前都付了钱。王文汉珍藏了两枚红军付款
用的银圆，曾有人慕名前来，出高价收
购，“我说，给多少钱都不能卖。后来我
捐给了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王文汉说。

作风优良一家亲，党的军队得到了会
宁人民倾力支持，筹集了大量粮食、钱
物。据不完全统计，会宁为红军筹集粮食
近500万斤，布匹衣物6380件 （匹），还有
大批银圆。“全县有 400 多人参加了红
军。”杨婷介绍，朱德总司令在离开会宁
时语重心长地说：“会宁人民对革命是有
贡献的，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对红军的支
持，谢谢父老乡亲！”

悠悠祖厉河，浓浓鱼水情。在一次战
斗中，一位红军连长不幸牺牲，村民们以
最高的礼遇，安葬了这位英雄。多年来，
这位连长的坟墓几经迁移，如今位于红堡
子村的一处山坡上，墓碑上刻着

“红军先烈黄连长佚名之
墓”。“大家不知道他是
哪里人，也不晓得
叫啥名，只知道
姓 黄 ， 是 个 连
长。”王东良

说，逢年过节，总有村民到墓前祭奠，85
年来从未间断。

新的胜利

有党史研究者曾这样总结：瑞金是红
军长征的出发点，遵义是红军长征的转折
点，会宁是红军长征的会合点，延安是红
军长征的落脚点。

长征胜利结束，新局面就此打开。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于 1936 年 11

月 21 日在环县山城堡全歼胡宗南部 232
旅及 234 旅两个团，以辉煌的胜利展示了
红军会合后的力量。”李荣珍介绍，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高
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支撑起中华
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
的中流砥柱。

在会宁，一则“小红军救魏煜”的故
事家喻户晓。1936年10月9日，会宁城门
楼前红旗飘扬，军民敲锣打鼓，准备迎接
大部队。当地居民魏鸿儒的儿子，年仅 3
岁的魏煜，跟着贴标语的小红军战士，来
到县城西门附近的一条街上。突然，天空
传来敌机的轰鸣声，人群四散，炸弹落
下。年幼的魏煜，被小红军挡在了身下。
敌机飞走，硝烟散去，人们在牺牲了的小
红军身体下，发现了得救的魏煜。

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摆放着这位
小红军的画像。“为报恩情，魏鸿儒将小
红军葬在了祖坟旁，并立下一条规矩：只
要魏家还有一个人，就要永远祭奠这位小
红军英雄。”杨婷说，魏煜成家后，给三
个儿子起名为继征、续征、长征，合起来
就是“继续长征”，以此让后辈儿孙记住
红军长征的历史和血浓于水的恩情。

继续长征，也寄托着当地群众的美好
期待。“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每
年“七一”前后，甘肃会宁的很多党员干
部都要再次走进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重

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有党
的领导，有长征精神，乡村振

兴，我们干劲十足。”齐占虎
说完，便吼了句村民自编

的秦腔，“昔日黄滩绿
树阴，盐碱地里能

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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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峥嵘岁月

一件件红色文物，穿越历史的时空，带给
人心灵的震撼。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
内，处处激荡着长征精神的铿锵回声。

1936年10月，红军战士赵文有随部队来到会
宁，因身负重伤而留下，会弹三弦琴的他常给群
众弹唱红色歌曲；同年10月，大墩梁战斗打响，司
号员李克玉吹响冲锋号，鼓舞将士冲锋杀敌；
1996年，会宁居民周大勇发现了母亲保存在枕头
套里的一张党员登记表，记录了红军李道存的党
员信息……三弦琴弹奏出红色旋律，军号吹响战
斗号角，党员登记表见证着忠诚和信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给大家好好讲，告
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今年是红军长征
胜利 85 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让
大地上的红色遗迹更好地讲述这些革命故事，让
红色文物更好地传递不变的初心，才能让党的历
史铭记在人们心间，使伟大精神更好传承。

历史是深沉的，讲好红色故事，让历史生
动起来，需要一颗真诚的心。会宁红军长征胜
利纪念馆馆长李俊丰，是这里最早的讲解员。
为讲好长征故事、会师故事，她在家读书，读
着读着，自己感动得哭了起来。以前死记硬背
地讲，现在用心琢磨着讲，一个个内化于心的
生动故事，串起来就是一段直击人心的长征
史。她说，感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代代相传的伟大长征精神，凝聚砥砺奋进的
精气神。用心传递这份感动，才能让更多人感受
信仰力量、触摸历史脉搏。李俊丰说，在一次面向
小学生的讲解中，当介绍到大墩梁战斗，讲述牺
牲先烈的故事时，很多孩子流下了泪水。她说，其
实孩子们对红军故事的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
深。由此可见，从娃娃抓起，讲好红色故事，加强
红色教育，才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先烈们冲
锋的身姿、不屈的抗争、顽强的挺立，激励着一代
代人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向前。

今天，借助传播手段的创新，可以更好地
拉近人们与红色文物的距离。采访时看到，借
助多媒体手段，会师场景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
们面前，让参观者沉浸其中。这提示我们，随
着时代的进步，我们有了更好的条件可以走近党
的历史，或可在沉浸场景中触摸过去，或可与历
史人物“对话”……历史，从未离我们远去。

创新传播手段，更好地铭记苦难与辉煌，
才能让更多人熟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创新地传承、悉心地守
护、用情地传播，也才能更好地纪念那段峥嵘
岁月，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的留言簿上，一
位参观者写道，“幸福是祖祖辈辈奋斗出来的，
不忘过去，奋斗当下！”的确，讲好昨天的故
事，才能在历史洪流中汲取奋勇向前的强大精
神动力，开拓更加壮丽的新征程。

聆听穿越时空的回声
筱 理

■ 感悟初心

岁月无言，历史有证。走进会宁红军长
征胜利纪念馆，一件件红色文物让人不禁发
问：是什么让革命先辈在极其艰难的条件
下，依然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

静静陈列在展柜一角的一把小军号，
见证了会宁县大墩梁阻击战的惨烈场景，
也见证了一位红军老战士的革命情怀。它
的主人，就是红四方面军 5 军 39 团司号员
李克玉。

纪念馆解说员杨婷说，会宁会师后，国
民党反动派妄图将大会师后的红军一举歼
灭，于是派出 5 个军分 4 路围堵红军主力。
大墩梁阻击战就是双方在会宁地区进行的 6
次大的战斗中，最惨烈的一仗。

1936 年 10 月 23 日，大墩梁战斗打响，
年仅 17 岁的司号员李克玉吹响了冲锋号，
红军将士们奋勇杀敌。战斗中，李克玉腿
部受了重伤，不能随部队一起北上，就和

其他战友一起留在当地养伤。军长董振堂
安抚伤病员说：“伤好以后，我亲自来接你
们归队。”

养伤期间，李克玉整日都把小军号带
在身边。伤好以后，李克玉又每天抱着这
把小军号站在大墩梁山头上，凝望着北方
的天空，盼望战友们出现。然而，他不曾
想到，董军长和很多西路军将士已长眠在
了河西走廊。

上世纪 60 年代，李克玉当上了生产队
队长，他的小军号成了村民上工的工号。
1986 年，会宁会师 50 周年时，年近古稀的
李克玉带着心爱的小军号再次登上大墩
梁，和 70 多位老战友故地重游，紧紧相
拥。战斗友谊穿越几十年的时光，见证着
当年的峥嵘岁月。

一把小军号 浓浓战友情
本报记者 白 龙 李洪兴 王锦涛

■ 党史撷英

图①：老红军李克玉的小军号。
图②：会宁县苏维埃政府印章。
图③：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的会师塔。
图④：会师旧址的会师楼。
图⑤：彭德怀留在会宁当地的铜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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