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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记者 陈月飞 倪方方 金
亦炜 张文婧 陈明慧 王晓映

初冬时节，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广场，清晨
第一缕阳光打在昂首挺立的号手雕像上。“东
进！东进！”嘹亮的军歌仿佛再次响彻这座英
雄的城市。

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盐城市考察
新四军纪念馆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今年
再次亲临江苏，让全省干部群众备受鼓舞，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全省干部群众备受激励。
大家纷纷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
脉，让理想之光永不灭，让信念之火永存，让前
进号角永远嘹亮，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
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不忘初心，时刻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
军，新四军，你为人民死，人民得你生，大家来
参军。”新四军纪念馆展陈的《白菜谣》，见证抗
日烽火中的军民鱼水情深。当馆长仇金标讲
解完歌词前两句，习近平总书记念出了后三
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
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

“革命就是为人民、靠人民，一切斗争胜利
都是人民奋斗的结果。”得知总书记到新四军
纪念馆参观，98岁高龄的新四军老战士李剑
锋非常激动、深感光荣。李老的经历，就是“你
为人民死，人民得你生，大家来参军”的生动诠
释。1938年4月，侵华日军入侵李剑锋家乡
邳县（邳州）烧杀抢掠，是南下的八路军救了逃
难的母亲和他。两年后，年仅14岁的李剑锋
就参加了革命。1947年4月，行军打仗一天
多的李剑锋和战友来到洪泽湖边渔村驻扎，是
渔村的老大娘从仅有的两块玉米饼中拿出一
块，10多个战友分吃了这块饼。

“虽然过去了70多年，但当时的场景我还
记得很清楚。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人民
的支援；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和人民一条心。
我的想法是活一天、奋斗一天，为国家建设贡
献力量，为人民的事业贡献余生。”李剑锋说。

说起《白菜谣》、说起新四军为民情怀，开
国中将、曾任新四军苏中军区独立第2旅旅长
刘飞之女刘凯军深有体会。“我有个哥哥叫刘
非常，可惜3岁就夭折了，这个消息直到2004
年母亲才告诉我。”哥哥3岁不幸患病，需要用
青霉素治疗，当时这是稀缺药，父亲只准给重
伤员和老百姓用，自己的孩子“坚决不能用”。
就这样，小非常在母亲怀里离开了人世。

刘飞的老战友夏光曾是新四军第一支队
参谋。抗战时期，一支外国记者团来到江苏采
访新四军，记者问夏光：“这里到处是平原，没
什么山，你们靠什么抵抗日军？”夏光回答：“老
百姓就是我们的山。”退休后，刘凯军经常走进
机关院校、基层部队、街道社区讲起这些故
事。她表示，今后将按照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要求，努力发挥余热，弘扬党和人民军队的光
荣传统，不断发挥红色故事的正向引领作用。

同为新四军后代，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
部副教授蔡宗溢对总书记在新四军纪念馆的
重要讲话也深有感触。蔡宗溢外祖父15岁参
加新四军，经历了转战苏皖极其艰难困苦的敌
后斗争。“他生前多次对我讲，新四军在敌人的
心脏战斗，总能以少胜多，其秘诀不仅仅是新
四军铁军精神，更在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
持。”蔡宗溢表示，讲好江苏大地上的革命故
事，深入挖掘江苏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和
时代价值，是党校教师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要
找准红色资源和党性教育的结合点，培育学员
以史鉴今的历史观，引导他们走好新时代党的
群众路线。”

徐州凤凰山东麓，淮海战役纪念馆工作人
员正紧锣密鼓筹备淮海战役胜利75周年纪念
日特展《解放》。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淮
海战役纪念馆参观时指出，淮海战役深刻启示
我们，决定战争胜负的未必一定是武器和兵
力，军队的战略战术运用、将士们的信心和勇
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往往是更为重要的因
素。

“总书记在新四军纪念馆的重要讲话，启
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人民。”淮
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主任、淮海战役纪
念馆馆长贾萍说，淮海战役发动支前民工543
万人，战役胜利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近年
来，纪念馆改造推出“人民的胜利——淮海战
役历史陈列展览”，分为人民领袖、人民将领、
人民群众、人民英雄、人民公仆等主要部分，展
现淮海战役胜利的伟大进程、精神内涵和时代
价值。“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持续深化
淮海战役历史研究阐释，保护好运用好革命文
物，创新开展社会宣传教育，让熠熠生辉的革
命精神闪耀淮海大地。”贾萍说。

永葆初心，让红色标识地成为
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大学校

新四军的历史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用好这一教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传承发扬
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
神，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不断推向前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我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党史研究工作者、
红色场馆工作人员等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
军部，揭开了新四军发展壮大和正规化建设的
崭新一页。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泰山庙）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盐城重要的红色
地标。总书记来到新四军纪念馆考察，这让新
四军重建军部旧址管理办公室主任成春梅深
感自豪和振奋，“作为红色文化遗产的守护人，
要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展陈提
升和文物修缮工程，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丰
富社会教育活动形式，用心用情将红色文化遗
产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江苏这方红色热土上，红色地标遍布。我
省现有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1710处，与
新四军有关的史迹、旧址等不可移动文物共有
233处。近3年来，全省新四军主题场馆年均
接待游客约600万人次，举办社教活动400余
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我们进一步用好
用活新四军主题红色资源，大力传承弘扬新四
军革命精神，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到新时代
党的伟大事业中。”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公永刚
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整合放大红色资源优势，不断丰富馆
藏资源和展陈内容，加大新时代爱国主义题材
作品创作生产力度，用群众可知可感、可广泛
参与的生动形式讲好江苏红色故事，在全社会
营造崇尚先进典型、学习先进典型、争当先进
典型的浓厚氛围。

在江苏红色故事集中，新四军光辉历史是
重要篇章。在党的领导下，新四军转战大江南
北，深入开展敌后斗争，创建了多块抗日民主
根据地。其中，苏南、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完
全在江苏境内，淮南、淮北等抗日根据地有一
半在江苏境内。“抗战时期，江苏是新四军挺进
华中抗日的主战场，新四军在江苏留下了光辉
的战斗足迹，铸就了永远的历史丰碑。”省委党
史工作办公室主任于阳表示，作为党史工作
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深化新四军历史研究与宣传，传承与弘扬
新四军红色基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提供强大精神力量；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
领，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创新传播方式，讲好党
史故事，将红色资源转化为鼓舞斗志、推动发
展的磅礴伟力。

“作为新四军历史研究战线的一员，我干
劲倍增、深感责任重大。”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
根据地研究会执行会长崔广怀介绍，近年来，
研究会围绕史料征集整理做了大量工作，编纂
出版《新四军挺进纵队史》《苏皖边区史》等10
余部专著。3年来，以新四军老战士为主、领
衔的研究会宣讲团深入学校、企业、机关、军营

开展宣讲活动90余场，直接受众5万多人。
研究会将不负总书记殷殷嘱托，继续做好新四
军老战士史料征集和文物史料合作征集利用
工作，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和时
代价值，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
事。

1944年参加新四军的志愿军特级战斗英
雄杨根思，是英雄故事里最让人动容的篇章之
一。第一时间学习总书记在盐城考察时提出
的重大要求，泰兴市杨根思烈士陵园讲解员、
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金牌讲解员申易深
感重任在肩。作为年轻一代红色故事讲述人，
她既注意研读史料搭建英烈图谱和知识体系，
努力在讲解中让英雄活起来、故事生动起来，
还策划拍摄、出镜主持短视频，运用各种新媒
体手段多平台创新呈现烈士故事、宣传烈士精
神。“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更多新时代红色
故事融入讲解中，引导更多人从红色故事中汲
取奋进力量。”申易说。

赓续初心，在红色土地上铺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画卷

正午时分，家住盐城市毓东小区的陶女士
带着一双儿女朝新四军纪念馆走来。“我们盐
城是有光的。”听说总书记来纪念馆考察，陶女
士激动地说，国庆期间一家人刚来过纪念馆，
还发了打卡视频，“带孩子们来参观，就是想让
他们记住革命先烈们的足迹和精神。这里，常
来常新！”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方明所去。抗战硝
烟已散，但精神高地的力量永远激励江苏儿女
前行。

在新四军纪念馆参观时，总书记认真观看
了有关《新四军军歌》的展陈。这首军歌是数
以百计新四军歌曲的代表，它们曾是号召群
众、凝聚士气的音乐武器和新四军指战员革命
精神的生动见证。而今，高校青年学子也积极
学唱、传唱新四军歌曲。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
院发挥专业优势，组建了大学生“红色文艺轻
骑兵”志愿服务队，从广为人知的《新四军军
歌》《当兵要当新四军》，到鲜为人知的《金牛山
上打胜仗》《石臼渔歌》，数十首新四军歌曲都
在传唱歌单中。服务队队长徐梓蘅说：“我们
要用歌咏把新四军的历史唱出来，让更多的人
从铁军之声中汲取奋进的精神动力。”

近年来，许多江苏青年志愿者广泛参与
寻访烈士亲属、踏勘红色地标、抢救老兵记忆
等志愿活动。目前，江苏健在的新四军老战
士等革命功臣已然不多。这些历经战火、功
勋卓著的老干部，是红色资源富矿和讲好党
史故事重要力量。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老干部
工作办公室负责人介绍，省军区各级正以“等

不得”的紧迫感、“挖得深”的责任感、“用得
好”的使命感，深挖“英雄红”，为老干部逐一
建立红色档案，把红色档案、红色故事等转化
为数字资源，通过新媒体手段进行线上线下
互动传播，把红色资源融入思政教育、部队练
兵备战、全民国防教育中，着力培塑具有江苏
特色的国防教育“战将”群体品牌。“省军区各
级也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
神，用心用情、精准服务，扎实做好深度‘两高
期’老干部服务保障工作，切实把党中央、中
央军委对广大老同志的关心关爱送到他们心
坎上。”

英雄烈士褒扬纪念工作事关经济社会
发展和国防军队建设，事关党心军心民心。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韩骅表示，江苏现有
烈士纪念设施8200多处，载入英烈名录的
烈士11.1万名。全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
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贯穿于退役
军人事务工作的全过程。将着力加强烈士
纪念设施建设管护工作，大力实施烈士纪念
设施提质改造工程，健全英烈遗物、史料收
集保护工作机制，持续做好为烈士寻亲工
作，积极开展老战士口述历史等“抢救性”工
作，广泛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充分
发挥好全省各级各类烈士纪念设施在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铭记英烈事迹、传承
弘扬英烈精神中的积极作用，以实际行动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退役军
人事务系统的力量。

英雄精神凝聚前进的力量，英烈目光凝视
着我们前行。

“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
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
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岁月作笔，中国式
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时代画卷正在红色土地
上徐徐铺展。

盐阜大地上，多达128个地名来自烈士
英名，其中不少是新四军将士。盐城郭猛
镇以新四军指挥员郭猛烈士名字命名，镇
长司中心表示，该镇一方面通过编撰出版
纪实文学人物传记、拍摄制作微电影、演绎
红色戏剧，用烈士及其家乡名字命名集镇
主要道路，来表达对郭猛烈士深切的纪念
与缅怀，一方面从郭猛烈士的英勇事迹中
汲取奋进力量，努力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和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擦亮红色地标，惠
及人民群众。“今年以来，我镇经济运行态
势良好，产业质态更优，现代农业更加高质
高效，城乡面貌、民生福祉等工作也取得了
新进展。今年是郭猛烈士110周年诞辰，我
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继续用好红色
资源，传承红色基因，不断以高质量发展的
新业绩告慰英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四军纪念馆并发表重要讲话让江苏干部群众备受激励

把人民至上根植于心 让前进号角永远嘹亮

观众在新四军纪念馆参观展览。 新华日报记者 赵亚玲 蒋文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