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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时代回响 感受历史温度
新中国即将迎来70周岁生日。

70年来，我们的祖国从“百废待兴”

发展到如今的“枝繁叶茂”，完成了

一次又一次“从无到有”的华丽转

身。交通的变迁就是其中最鲜明的

符号之一。

今年 5 月，报社“壮丽 70 年 奋

斗新时代——文明的印记”栏目采

访组来到四川省凉山州，我有幸以

成员的身份先后来到凉山州木里县

俄亚乡、东朗乡以及李子坪乡等地

采访，了解到当地道路交通的发展

变迁，也深刻地感受到“路”对一座

地区发展带来的巨大的力量。

凉山州位于高山峡谷地区，新

中国成立前，由于自然条件限制，

凉山基本没有公路，百姓散居在大

山中很难外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

段时期，深山里的百姓与外界联

系，也往往依靠的是穿梭在山上的

邮递员，他们牵着马，翻山越岭，将

信件、包裹以及邮票送给乡亲，让

他们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而

通过马蹄踩出来的路，也成为了百

姓出行的路，这些路也被称为“马

班邮路”。

近年来，凉山交通迎来了史无

前例的快速发展，大多数地区通上

了平坦宽阔的公路，马班邮路也成

为历史，邮递员可以通过摩托车、

汽车、无人机送邮。而从 1984 年就

开始走马班邮路的王顺友，见证了

凉山州道路发展的巨大变化。

在木里县邮政局的院坝里，我

见到了这位马背上的绿衣使者、全

国道德模范——王顺友。他看上去

比同龄人更老一些，行走时有一些

吃力，一旁的木里县邮政局总经理

黄勇对我说，“多年的马班邮路生

涯，整日风餐露宿，他现在身体不

太好。”

喜欢唱山歌的王顺友对我唱起

了他自编的歌谣：“要学雷锋一个

样，为人民服务不算苦，再苦再累

都幸福……”他回忆起年轻时的邮

路生涯：“那时候每个月的投递班

期为 2 班，一个班期 14 天，往返一

次要 28 天，路非常难走，途中要穿

越荒芜人烟的原始森林，下暴雨时

要小心泥石流，夜晚不敢睡觉，经

常偶遇豺狼等野兽……”但尽管如

此辛苦，王顺友依然坚持了二十多

年，他说：“送信就是为党做事,为

党做事要吃得起苦。”

提到如今邮路的变化，王顺友

不由得感叹祖国的日益强大，他

说：“随着祖国建设得越来越好，现

在我们这里的交通条件好太多了。

邮递员都是开车送邮件，很方便。”

如今的王顺友尽管不再送邮，但依

然坚持为党员讲党课，传递马班邮

路精神。

5 月 22 日下午，我来到了凉山

州木里县俄亚乡。在采访俄亚派出

所所长马金权这位老警察的两天时

间里，我在感受到在凉山州偏远山

区工作不易的同时，也感受到凉山

交通的巨大变化。

我刚到达目的地时便提出让马

金权带我去派出所看看，这位皮肤

黝黑的彝族汉子指着一座山上的两

层小楼对我说：那就是派出所。马

金权告诉我，以往没有路，上下山

只能骑马，后来公路修通了，终于

可以开车上下班了。

第二天，我跟随马金权去俄亚

乡俄亚大村走村入户，结束后经过

一条河，马金权指着旁边河上的一

小段溜索说：“体验一下溜索吧。”

说话间他已经熟练地站进桶里，迅

速地滑向了对面。

马金权告诉我，初来俄亚乡时，

溜索是走村入户的必经之路，他常

常需要滑过距离水面十几米、长四

五十米的溜索才能到达村落。第一

次坐溜索时，马金权呆呆地在岸边

站了10分钟才鼓起勇气滑过去。

“近年来，四川陆续完成了凉山

‘溜索改桥’项目，这些仅存的小溜

索也渐渐变成了历史。”马金权告

诉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以交通为

代表的凉山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

截至2018年底，凉山州公路总里程

突破2.7万公里，州到县三级以上公

路全面畅通，水运通航里程 860 公

里。从爬坡出村到村村基本通硬化

路，从物资出入靠人背马驮到已有

64.42%建制村通客车，作为全国最

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州正凭借交

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加快摆脱贫

困、迈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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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半年

报社推出的“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文明的印记”栏目，给了我一次去追寻

70年新中国历史片段的机会。

72岁的王智敏老人是我的第一位

采访对象，在这位攀钢退休员工身上，

我了解到了第一个重要线索——三线

建设。

最初的我和当下大多数年轻人一

样，对“三线建设”感到陌生。“三线建

设”是指 1964 年到 1980 年，在中国中

西部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

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

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采访王智敏，

让我体会到了这段历程中凝结的热血

和汗水。

王智敏是当年支援攀枝花三线建

设的民兵团 18 连的“铁姑娘”。当年

她所在的 18 连参与了朱家包包大会

战。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 1971 年 5月

初的一天，她和战友们正在五道河进

行扫尾工程时，坡下的卷扬机突然出

现故障，整个施工现场陷入停工待料

的困境。该怎么办？就在大家不知所

措的时候，人群中传出一声呐喊“上

啊！冲啊！”一群年轻人的热血一下子

就被点燃了，大家一拥而上，争着扛

水泥、背工具，在 70 度左右的斜坡上

来回奔走着，却丝毫不觉得累。看着

兴奋地讲诉着当时情景的王智敏老

人，我仿佛也穿越到了她的过去，和

她一起争分夺秒地搬运物资，流了一

次酣畅淋漓的汗。

成昆铁路、襄渝铁路等 8000 多公

里铁路线，攀钢集团、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等上千个建设项目，攀枝花、十堰等

多个平地而起的新兴工业城市……这

些伟大变化的背后正是王智敏等数以

万计的三线建设者们的力量，他们毫

无保留地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

他们的青春也因为承载着这段历史而

更加闪耀。

我追寻到的另一个重要印记来自

赵家骥老人，在这位81岁的普通教育

工作者身上，我感受到了70年来新中

国教育发展的飞跃。

赵家骥老人依然活跃在我国教育

建设的第一线，当我们第一次向他提

出采访邀请时，老先生很干脆地拒绝

了，他说：“我只是在做自己热爱的事

情，不需要宣传。”等到第二次邀请

时，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希望能通过对

他的报道，让农村教育受到更多关

注”，他听后精神一振说：“农村教育我

倒是乐意讲的。”

1982 年，刚就任乐山市教育局长

的赵家骥立刻深入农村进行调研。他

说，当时摆在农村教育面前最大的困

难，就是穷。因为穷，不少孩子被迫辍

学；因为穷，学校教育资源受限。“你们

这些年轻娃娃哪里晓得当年条件有多

差。”老人长长地对我叹了口气，许久

后才继续讲述，“当年我在井研县调研

时，看到在一节语文课上，老师基本不

写板书，下课后我批评了这位老师，老

师很无奈地解释说，当天学校定量的

两支粉笔他已经用完了。”

听到这，我惊讶地说不出话，年轻

一代的我们,可能从没有想过要去计

算一支粉笔的价钱，也更没想到会有

一所学校，只能负担起校内每名老师

一天用两支粉笔的预算。看着自己手

里的笔，我忽然有些难受，忍不住轻声

问道：“那当时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当然，根据各地的情况，我们规

划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老先生的回答

让我松了口气。

那一天，我们聊到了全国扫盲运

动，聊到了高考，聊到了九年义务教

育，也聊到了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强调“坚持把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

展的重要先手棋”。老先生无不感慨地

说：“70 年呀，真的是翻天覆地。现在

的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好了，师资力量

强了，学生的机会也多了。”知识改变

命运，中国对于教育始终如一的重视，

改变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也诠释了“百

年大计，教育为本；强国富民，育人为

先”的含义。

在一次次的采访中，我从一个个

“小人物”身上、一块块时光的片段中，

深刻地感受到这70年历史的伟大。从

成昆铁路通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高

铁、动车；从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的发

射，到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

面的壮举；从深圳小渔村蜕变为大都市

的奇迹，到悬崖村脱贫攻坚的脚步……

国家在向前不断发展，壮丽70年的文

明印记在于过去，更在于未来。而我作

为媒体人的使命任务，就是将这伟大征

程中每一个真实片段一一记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各个历史

时期都涌现出了一批忠诚于党、报

效祖国、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模范

典型，他们是我们身边的最美奋斗

者。在参与报社“壮丽 70 年 奋斗新

时代——文明的印记”栏目的采访过

程中,我有幸接触到各行各业涌现

出的奋斗者尤其是一批发挥党员的

旗帜引领和先锋模范作用的优秀党

员, 也让自己的思想得到洗礼,心灵

收获了力量。

今年6月 17日，四川宜宾市长宁

县 发 生 6.0 级 地

震。我随采访组

来到地震灾区，

接触到许多奋战

在抗震救灾一线

的共产党员。地

震发生后，37 岁

的长宁县公安局

派出所副所长、

共产党员卿海军

冒着瓢泼大雨，

从长宁县城赶到

震中双河，与现

场搜救人员在余

震不断中从倒塌的房屋下徒手救出

被困的4名群众。要知道，一个月前，

卿海军出警时将腿摔伤，尚未痊愈。

而他的爱人，双河中学的一名老师，

在地震发生后，也一直在双河中学操

场上守着她的学生们。

在整个抗震救灾行动中，许许

多多党员干部和卿海军一样，始终

坚守在抗震救灾一线，帐篷里的临

时党支部、党员志愿服务队、共产党

员服务队……在地震灾区，随处可

见共产党员奋战的身影，他们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承诺和勇

敢行动，抒写对人民的忠诚，用肩膀

和双手为灾区群众撑起了一片蔚蓝

的天空。

今年夏天，我来到了全国首个社

区志愿者组织发源地——天津市和

平区朝阳里社区，采访了社区里的

“老雷锋”、80多岁的共产党员王萍。

贫困家庭的出身与早年从军的

经历，使她对困难群体倍加关注。每

当社区开展救助活动时，生活并不

宽裕的她都会积极参加。王萍还加

入到社区的志愿服务团队，每个礼

拜都在社区里义务巡逻、爱绿护绿，

同时还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关爱下

一代的责任。她告诉我：“战争年代

为人民而战，和平年代为人民服务。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力所能及

的力量去帮助身边的人，表示自己

的一点心意，不辱共产党员、军人的

神圣使命。”

采访第五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共产党员陈国辅，让我的内心受

到极大的震动。陈国辅是雷锋生前战

友，91岁高龄仍旧坚持做志愿服务工

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雷锋精神践

行到生活中的每一天。他帮助孤残老

人，挽救失足青少年，呵护特困儿童，

被誉为兴文的“活雷锋”。

1975 年，陈国辅要从部队转业

了，他放弃了条件优越的工作，主动

要求回到家乡兴文，用自己在部队学

到的知识，支持家乡建设。在陈国辅

的积极参与和奔走下，兴文深挖红色

旅游文化资源，建成“中国工农红军

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纪念馆暨兴文

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等 9处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点），让中国人民认识并记

住那段峥嵘岁月，记住那些为了中国

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浴血奋战、英勇

牺牲的革命战士。

这三个故事里的人物似乎很平

凡，但他们背后，都有一段精彩鲜活

的故事，以小见大地诠释了爱国奋斗

奉献的伟大精神，他们和千千万万奋

斗者一道，不断推动时代前进。我很

庆幸，自己是一名记者，能够有机会

书写这群可敬可爱的共产党人的感

人故事，用崇高的精神洗涤自己的心

灵；作为一名记者，我很自豪，能够成

为伟大时代的亲历者和记录者，用文

字记录这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

上半年，在制订报社“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文明的印记”系列报道

选题时，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便

是井冈山，这个被誉为“革命摇篮”的

地方。

70年沧桑巨变，这块红色土地有

什么样的崭新面貌？那些艰苦拼搏的

红 军 后 代 又 有 着 怎 样 的 生 活 轨

迹？这些都是我出发前心中急切想要

寻找的答案。

盛夏时节，井冈山采访得以成

行。连续 3 天的夏雨绵绵，我背着相

机，穿过川流不息的人群，走过长满

青苔的石板路，爬过长长的陡坡，慢

慢地找寻 70年的岁月留给这里的文

明印记，细细地感受这片红色故土的

发展变迁。

走进茨坪毛泽东旧居、茅坪八角

楼、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

命博物馆……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

旧照片，一帧帧历史影像，一个个生

动感人的故事，都在以各自的方式

诉说着那段难忘的红色岁月，提醒

着世人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祖国和

人民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以

及他们在那段烽火岁月中孕育的井

冈山精神。

沿着被雨淋湿的柏油路向前，转

过一个又一个街道，目光所及之处是

身着军装纷纷前来追忆红色故事的男

女老少，是静坐自家门前循环播放红

色歌曲的父老乡亲，是大街小巷随处

可见的红色元素。采访中，与当地老百

姓攀谈，与红军后代面对面，他们滔滔

不绝地讲述着那些感人的红色故事，

虽然夹杂着浓厚的方言，有些话语也

未能听懂，但我依旧强烈地感受到了

他们每个人身上的红色情结。

是了，就是这种红色情结激励

着、感召着井冈山儿女并肩作战，携

手奋进，努力跑好“红色接力赛”，成

就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

“奶奶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

按理说帮助井冈山的儿孙解决一下

商品粮户口，应该不是难事，但是她

拒绝了。”井冈山老红军曾志的孙子

石金龙坦言自己曾经为此埋怨过奶

奶，但当他看到奶奶生前留下的写着

“把这些钱交给中组部，请组织转赠

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孩子。这些钱是

干净的”的纸条时，他释然了。他说，

奶奶没有用手中权力为亲人谋取好

处的做法虽然近乎“绝情”，但她清正

廉洁、公私分明、严以律己的作风却

值得后辈受用一生。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小心路上

就有石头，碰到阿哥的脚趾头……”井

冈山老红军江志华的孙女江满凤满

怀深情地唱起爷爷写的《红军阿哥你

慢慢走》这首红歌，让人不禁联想起

十里送红军的感人场景。她一头短

发、戴着眼镜，一身黑色的女士西装

包裹着略显发福的身体，质朴无华的

外表普通得就像井冈山上那漫山遍

野的翠竹一般。如果不是她娓娓道来

的那些故事，记者真的难以将“红军

后代”“电视连续剧插曲原唱”“环卫

工”等称谓与之画上等号。但的确，49

岁的江满凤正是集多种身份于一身，

看似平淡无奇的外表下，却蕴藏着非

同寻常的红色情怀。

江满凤说，红色故事给了她生活

的力量。她时常对家人说，作为一名

红军的后代，应该在平凡的岗位上自

觉奉献，这是井冈山精神，更是红色

精神。多年来，江满凤把红色精神牢

记心间，并以实际行动努力践行着。

她曾先后花费22万元资助了80多名

贫困学生，拿出 21 万元关爱敬老院

里的老人。有人不理解地问她：自己

赚的辛苦钱怎么就舍得给别人呢？而

她却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别

人有困难时要及时伸出援手，不能把

革命老区人民的优良传统丢了。”

如今，尽管已是岁月静好，但井

冈山儿女从来没有忘记历史，并不断

将红色印记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作为

革命老区，井冈山围绕“人、物、事、

魂”着力挖掘红色资源，提升红色文

化吸引力，探索出一条“从故事到精

神，再从精神到行动，历史与现实通

融互动”的宣传路径，把再现革命情

景、体验红色文化、考验自我品格、熔

炼团队精神等教育内容融为一体，多

维度、立体化诠释井冈山精神，打造

出集培训、参与、体验为一体的红色

培训“井冈模式”，开创了干部教育培

训、国民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培

训的“井冈路径”。

……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越发觉得，

红色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这

种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指引着井冈山

儿女在探索发展新路中与时俱进，奋

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让井冈山以崭

新的姿态展示在众人面前。

努力跑好“红色接力赛”
胡桂芳

从片段中读出伟大
袁矛

奋斗者是新时代最美的风景
漆世平

编者按：70 年砥砺奋进，70 年春华秋实。为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4 月 17 日起，

本报特开辟“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文明的印记”专栏，派出多路记者深入基层采访，写故事、讲变化、谈感受，以记者的

视角记录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及人民艰苦奋斗的历程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聆听铿锵的坚定足音。每一次采访，对记者而言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激励着他们牢记党的新闻

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今天，我们选取部分记者手记，感受他们作为记录者、更作为践行者以及

奋进者的辛苦历程。

奋斗新时代0 年壮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策划

满凤给前来井冈山接受红色培训的人们唱红歌满凤给前来井冈山接受红色培训的人们唱红歌

记者在宜宾地震灾区采访记者在宜宾地震灾区采访

记者在凉山州木里县采访马背上的记者在凉山州木里县采访马背上的““绿衣天使绿衣天使””、、全国道德模范王顺友全国道德模范王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