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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会经历很多困

难，只要乐观面对，

一切都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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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4日下午，少年们来到了集

雄、奇、险、雅、幽于一身的华蓥山，

观赏世界罕见的喀斯特早期发育石

林奇观。青翠的山林，清新的空气让

人心旷神怡。然而天公不作美，山中

突然下起了阵雨。孩子们个个累得满

头大汗，却都依然坚持到了目的地。

在队伍的最前端，瘦瘦小小、皮

肤黝黑的乌牛莫蹦蹦跳跳地向上爬

去。一路上，“大盆景”“大象石”“生

命石”“八戒戏幺妹”等形态各异的石

林让乌牛莫惊喜不已，笑得露出了白

白的牙齿。

这是 12岁的乌牛莫第一次参加

夏令营。7月 20日，她便离开家乡甘

孜州泸定县得妥镇新华村去到康定

市，21日跟随老师从康定出发，经过

10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广安。

以往每年暑假的这个时候，这

个彝族小女孩一定是背着背篓跟随

母亲和哥哥帮别人摘花椒。他们每

天从早上 6点忙到下午 6点，摘一斤

可以获得 4 元收入，多的时候，她可

以摘到 20斤，挣到 80元交给母亲补

贴家用。

夏令营期间，让乌牛莫印象最深

的便是登华蓥山。她喜欢爬山，除了

因为“从家到摘花椒的那片地，要步

行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因此不觉得

累以外，更因为在她看来，“人生就像

爬山，不时会有曲折，只要不断克服

就会获得成功。”

这次华蓥山之行，孩子们都有自

己的收获。好少年邱丽说：“坚持就会

胜利，坚持才能看到山顶上美丽的风

景。”好少年郑钦议说：“风雨中勇攀

高峰不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么？”好

少年刘青华说：“坚持是最重要的，一

个人要有毅力才能做好一件事，不能

半途而废。”……

成长如登山，会有风雨，会有辛

苦，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惟

愿少年们，看过再多风景，仍能不忘

初心，眼眸如初清澈。 （下转2版）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天，

94 岁的张富清回忆起 7 月 26 日上

午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说

张老好。我心情特别地激动，就把我

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地说出来了。

总书记和我说话的时间比较长，他

非常亲切。”

26日上午，京西宾馆会议楼前

厅，军功章光芒闪耀。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这里会见全国退役军人工

作会议全体代表。作为全国退役军

人的杰出代表，张富清老人和其他

四位老军人被特意安排在合影的

第一排就座。

“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我

是党培养的，我要跟紧党走，做一名

党的好战士。”94 岁的张富清紧紧

握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双手，激动地

说道。

“你都做到了。你是全党全国人

民的楷模！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习

近平总书记俯下身，双手紧握住老

人的手，深情地说。全场掌声雷动。

在活动现场，因为听力不好，加

上心情激动，张富清没有完全听清

习近平总书记的祝福。等到下午，电

视上播出了活动的画面，张富清问

儿子张健全：“总书记说我什么

了？”张健全告诉他：“总书记让你

保重身体，祝你健康长寿！”张富清

老人开心地笑了：“这也是我这辈子

以来，最幸福、最高兴的一件事。”

说话间，老人眼中微微泛起了泪光。

7月24日，张富清抵达北京。这

是老人第一次乘坐动车。在动车上，

列车员认出了老英雄，主动过来问

候：“爷爷，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66 年前，张富清和战友们被

安排到部队院校学习前，曾在北

京有过短暂停留，后他投身湖北

地方建设。这是 66 年后，老人第二

次来北京。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看着窗

外的北京，老人动情地说：“看到现

在的北京这么繁华，人民的生活越

来越好了，我们当年的流血牺牲都

值得！” （新华社 熊琦）

“壮丽七十年 阔步新时代”
全国集邮书画作品展
在甘肃酒泉展出

新华社兰州7月 27日电（记者 王铭禹）由中华全国集邮

联合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壮丽七十年 阔步新时

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集邮书画作品展27日起至28

日在甘肃省酒泉市展出。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玉虎在当天的开

幕式上介绍，此次展览展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邮政发行

的 1347 套、4668 枚邮票，全面记录了我国建设发展的精彩瞬

间，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

荣获2019世界集邮展览大金奖的6部45框邮集也在本次

展览中同步亮相。

据介绍，本次展览还收到全国 29个省级集邮协会选送的

书画作品222幅，经专家评审，最终遴选出173幅作品入展，其

中书法作品137幅，绘画作品36幅。这些作品书画结合、借笔

言志，集中反映了集邮人的爱国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

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本次展览是首次将集邮与书画文化跨界融合的全国性

展览。”张玉虎说，旨在通过集邮书画作品展览，进一步丰富全

国集邮文化活动内涵，拓展集邮活动方式，弘扬推广集邮文化

活动，努力为中国特色文化事业繁荣兴盛做出更大贡献。

本次展览举办地甘肃省酒泉市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

市，以“铁人”王进喜、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丝绸之路等“酒泉元素”

制作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敦煌壁

画》《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邮票也成为本次展览的主角。

几床发黄的棉被、一顶破洞的帽子，

成为重庆酉阳县南腰界镇百姓共同的

珍藏和记忆。

重庆酉阳县南腰界镇位于渝黔交界

的蜿蜒群山中。1934年 6月4日，贺龙率

领红三军缩编后的红七师、红九师入驻

这里，当时的红三军司令部就设在镇上

的一座大院内。

“红军的到来，让星星之火在这片群

山深处点燃。他们组织广大群众打土豪、

分田地，组织游击队自卫队建立工农民

主政权，在以南腰界为中心的周边地区，

陆续建立了17个区苏维埃政权、100多

个乡苏维埃政权。”酉阳县文旅委驻南腰

界革命根据地文化工作人员何立双说。

南腰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胜利实

现了红三军的战略转移，为红二、六军

团会师创造了条件，有力策应了中央红

军胜利长征，确保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

开。会师前的红三军司令部后来成了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最珍贵的馆藏文物是什么？”

笔者问。

何立双转身上楼，拿出一个竹篓，指

着里面几床贴有文物标签且有些霉斑

的棉被和一顶已经破洞的帽子说：“就

是它们了。”

从1934年 6月开始驻扎，至10月底

离开，红军在南腰界驻扎的4个多月里，

与当地老百姓成为了一家。这些物品都

是红军战士离开南腰界前，赠送给当地

老百姓的礼物。

“其实当时这些物品对于红军特别

重要，但看到老百姓生活太苦，他们执意

留给大家。”今年 80岁的红军后代孙相

儒说，“村里的老百姓一直把红军赠送的

这些礼物当成宝贝珍藏着，新中国成立

后南腰界成立纪念馆，在民间征集文物

期间，村民才把它们全都拿了出来。”

在南腰界，笔者看到，从红三军办公

的司令部，到司令部旁的红军街，红军

战斗、生活过的遗迹，都被百姓妥善保

存了下来。

红三军司令部旧址所在的大院始建

于清朝咸丰年间，是由当地乡民赠送给

红军办公使用的。“这个贺龙元帅曾经

办公过的小院，就连旁边的红军宣传标

语都在。”何立双介绍说，当年红军撤离

后，南腰界人民用加了盐巴的石灰水填

写标语，再用黄泥、草木灰和锅烟灰涂

抹，使标语“隐藏”起来并保存完整。直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当地老人

的回忆下，文物部门才发现了这处遗

迹，并将其妥善保护。

在司令部后左侧围墙内的林中，有

一座红军烈士墓。这是当地老百姓在20

世纪60年代为纪念红军战士，筹款共建

的，埋葬着数百名牺牲的红军战士骸骨。

烈士墓碑呈正方形塔式，正面刻

有“红军烈士墓”几个大字。碑文写

道：在长征途上节节胜利的红军来到

南腰界，推开了南腰界人民头上笼罩

的千年乌云……

“红军军纪严明，他们到南腰界没

有拉过夫，也没有征过饷，到乡里打倒

了土豪，让穷困老百姓有饭吃有地种，

所以哪怕红军走了那么多年，我们的先

辈都念着他们的好，这就是军民鱼水

情，这也就是红军同人民群众生死相

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

孙相儒说。 （新华社 周闻韬 伍鲲鹏）

◎我国将以“一增一减一保障”推进

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公安部提示：警惕暑期汛期道路

交通安全风险

◎国家卫健委：我国病毒性肝炎流

行态势得到有效控制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29840亿元

◎最高院、河南省委追授李庆军“全

国模范法官”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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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印记

手捧棉被忆红军：
走了那么多年，我们都念他们的好

红色记忆放心中伴随少年去往更远的远方
——记2019年四川省“红色基因代代传 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夏令营

王露 罗园

“游览红色经典，感受文化魅

力。”7 月 23 日——26 日，2019 年四

川省“红色基因代代传 做新时代

好少年”主题夏令营活动在广安

举行。

期间，省级新时代好少年和各

市（州）“新时代好少年”代表 50 余

人先后走进邓小平故居、邓小平

母校——希贤小学、华蓥山游击队

纪念馆、华蓥山地质博物馆、华蓥

山国家地质公园、杨益言故居等

地，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历史人文红色景区，体验农耕文

化、参加劳动实践，在活动中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领

略自然魅力，学习感知传统文化

精髓。

在这段旅程中，我们总能在人群

里捕捉到这样两个特别的身影：女士

耐心地向女孩比划着；女孩睁着大大

的眼睛，认真领悟女士通过手势传递

的内容。

女孩名叫毛玲，是攀枝花市特殊

教育学校的一名聋哑孩子。随行的女

士名叫罗燕，是毛玲的带队老师。

在4天的夏令营活动中，毛玲通过

罗老师的手语转译，了解了邓小平为中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懈奋斗的光

辉一生；华蓥山游击队队员面对强大的

敌人威武不屈，拼搏献身的革命英雄气

概；向着光明，不畏艰辛；不怕困难，勇

于牺牲的红岩精神……

其中，邓小平故里之行让毛玲深

受触动。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今

天，我们到邓小平故里参观，让我感受

颇深。人都会经历很多困难，自己要乐

观面对，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虽然听不

见，但我会好好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强

大，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与此同时，毛玲还体验了书法、国

学、礼仪、剪纸、泥塑等传统文化和手

艺。她表示：“作为新时代少年，应该为

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将

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令毛玲最难忘的还有在这段旅程

中收获的友谊。同样来自攀枝花的熊

振宇航、杨泽熙和刘芷含每天都主动

追着罗燕老师学习手语，争着与毛玲

交流。遇到难表达的语句，他们就用笔

写在纸上。罗燕说：“虽然毛玲不能用

语言表达，但从她的笑容和状态，我能

感受到她这几天过得非常开心。”

身患残疾，仍向阳而生。近年来，

在四川省广泛开展的“新时代好少

年”评选推荐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

批像毛玲一样身残志坚、阳光自信的

好少年。他们当中有身患一级智障残

疾、在四川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夺得女子轮

滑项目8—11岁组100米速滑金牌的

李菲菲；有患先天疾病、身形异于常

人、凭借勤奋努力成为班级学习标兵

的杨宗根……他们凭借自己的坚强

意志与顽强精神，成为了同学们的榜

样，引导着广大未成年人立志向、有

梦想。

来 自 成 都 的 范 雨 萱 在 认 识 毛

玲、了解毛玲的事迹后表示：“姐姐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

‘新时代好少年’，她是值得我们学

习的榜样。”

“人生就像爬山，不时

会有曲折，只要不断

克服就会获得成功”

孩子们在华蓥山孩子们在华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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