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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黄海之滨，暖阳洒在盐阜大地
上，苍茫辽阔间彰显着历史的厚重。蔚蓝天空
下，坐落于盐城市建军东路上的新四军纪念馆
巍然矗立，这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新四军
历史的综合性纪念馆。

12月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委
书记信长星和省长许昆林陪同下，来到盐城市
考察新四军纪念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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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开展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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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7月又亲临
江苏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江苏现代化建设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时隔4个
多月，总书记再次踏上江苏这片热土。总书记
的深切关怀、殷殷嘱托，为全省干部群众注入强
大精神动力！

铁军忠魂，铸造辉煌，这是
对历史的深情回望

红旗招展，苍松挺拔。阳光照耀下，镶嵌在
新四军纪念馆主展馆正门上方的“N4A”臂章
图案熠熠生辉。

新四军纪念馆馆长仇金标永远难忘那一
刻：12月3日11时许，纪念馆主展馆门前，习近平
总书记从车上健步走下，亲切地和他握手致意，

“总书记的手宽厚有力，握手的那一刻，我感到
很温暖、很幸福、很感动。”

展厅里，一张张照片、一份份史料、一件件
文物、一个个模拟实景，完整展现了新四军浴火
重生、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习近平总书记不
时驻足察看、同大家交流。回忆起全程1个多
小时的讲解，仇金标仍然心潮澎湃，“起初还有
些紧张，但是看到总书记和蔼可亲的笑容，我很
快就放松了下来，越讲越顺。”

步入主展馆序厅，历史的烽烟扑面而来。
题为《铁军忠魂》的主题雕塑以多名新四军指战
员浴血奋战、勇猛向前的形象为造型，寓意南方
8省红军游击健儿高举党的旗帜，依靠人民群
众，汇成抗日铁流，挺进大江南北。总书记关切
询问起雕塑的设计创作。

第一展厅的“南方星火”展区，生动还原了
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场景。从1934年下半年
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相继战

略转移后留在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红
军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
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一张名为“1938年新四军在皖浙赣边坚
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部分同志合影”的老照
片前，仇金标向总书记介绍了照片的主人公之
一——江天辉和女儿的一场对话。

女儿问父亲：3年游击战，最艰难的是什
么？

江天辉只回答了4个字：找不到党。
当仇金标的目光与总书记的目光相对时，

他深切感受到，这个故事令总书记动容。当
时，仇金标还读起了陈毅所写的《赣南游击
词》：“天将晓，队员醒来早……叹缺粮，三月肉
不尝……”“没想到总书记紧跟着说出了‘夏吃
杨梅冬剥笋’。可以看出，总书记对这段历史
非常熟悉，也非常有感情。”

作为新四军光辉历史的保存者、记录者
和革命老区盐城的红色文化名片，新四军纪
念馆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一红色资源的保
护、传承和利用。仇金标告诉记者，37年来，
纪念馆通过讲好新四军和盐阜人民“跟党举
旗、听党指挥”“顾全大局、报国为民”等故事，
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成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展馆内，弹孔累累的旗帜、锃亮的军
号、简陋的步枪、卷刃的大刀、满是补丁的
军服……每一件静静陈列着的文物，都是
一段光辉历史的见证。

第二展厅的橱窗里，陈列着新四军军长叶
挺在狱中写的诗歌、书信等手稿。皖南事变发
生后，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谈判时遭到无理扣押，
从此开始长达5年2个月的“六面碰壁”的生
活。在失去自由、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叶挺写下
气壮山河的诗作《囚歌》，还在郭沫若50岁生日
之际给他写了一封信。

这两张泛黄的信纸，总书记注视良久。“总
书记一边看一边回顾了叶挺当年被囚的情况，
提到叶挺被称作‘六面碰壁居士’，随后又读起
叶挺写给郭沫若的信：‘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
基。’”仇金标说。

一件旗袍背后，同样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1941年7月，在盐城建湖北秦庄，反“扫荡”中
转移的鲁艺华中分院师生遭到侵华日军包围。
王海纹等鲁艺师生宁死不屈，投河殉国。1986
年，王海纹的姐姐将海纹烈士穿过的这件旗袍
以及镶有她照片的这枚戒指捐赠给新四军纪念
馆……仇金标讲得生动，总书记听得细致。

近距离讲解，令仇金标印象最深刻的是，总
书记对新四军历史特别了解，是一名“专业观
众”。“总书记不仅问得细，还问得特别专业，提
出的不少问题我也是头一次了解到，可以说学

到很多。”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这是对初心的叩问探寻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到地方考察，多次
瞻仰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
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留下了一串串

“红色足迹”。
一次次探访，是对党的苦难辉煌历史的

一次次重温，也是对初心使命的一次次思考
与追寻。

1941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东
南局、中原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站在
华中局所辖区党委组织序列展板前，仇金标向
记者讲述了总书记提到的华中局淮北区党委的
群众工作法，“那就是与群众一起苦，与群众一
起干，得到群众拥护，推动我们的工作，总书记
的话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奥秘。”

1941年到1943年，是抗战最为艰苦的一
段时期。为坚持敌后抗战，度过困难时期，争
取最后胜利，新四军各部队响应党的号召，加
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厉行
精兵简政，实行减租减息，发展地方经济，繁荣
文教事业，壮大地方武装，增强了同华中人民
的血肉联系。

仇金标清晰地记得，纪念馆第五展厅内，总
书记在高196厘米、宽61厘米的宋公碑前停下
脚步，仔细阅读碑文。

570字的碑文，记录的是修筑“宋公堤”的
红色历史，承载的是盐阜大地军民同心的深刻
记忆——苏北沿海特别是盐城、阜宁东部，曾饱
受海啸、海潮侵袭之苦。1941年5月至7月，阜
宁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宋乃德在华中局、
新四军的大力支持下，动员两万多名民工，战胜
种种困难，修筑了全长90华里的拦海大堤，守
护着曾经遭受海潮多年侵害的阜东百姓。群众
将新海堤与当年范仲淹所修的范公堤相媲美，
称其为“宋公堤”，并刻石为碑，永作纪念。

总书记的驻足观看，让作为宋公堤碑捐赠
“功臣”的滨海县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徐振理倍感
自豪。2014年10月18日，徐振理带队来到宋
公堤遗址寻找宋公碑，一度苦寻无果，最终在当
地老人的带领下才找到石碑。原来，宋公堤南
坡小路已和一家新建的混凝土搅拌站广场“合
二为一”。“挖掉泥土和建筑垃圾后，一块方正的
大石块显露在大家眼前。”在徐振理的牵线推动
下，宋公碑几经转运，最终由新四军纪念馆收藏
展览。

展厅一面墙上镌刻的“吃菜要吃白菜心，
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民谣，同样是军民鱼水情
的生动写照。“当时我读了民谣前半句，总书记

跟读了后半句：‘新四军，新四军，你为人民死，
人民得你生，大家来参军’，不经意间的自然流
露，映照的正是岁月不改的人民情怀。”仇金标
动情地说。

新四军为什么能得到人民的真心热爱和
拥护？为什么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发
展、壮大？我们可以从“阻海波于堤外、造平安
于黎民”中找到答案，可以从“吃菜要吃白菜
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谣中找到答案。因
为“新四军个个爱护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人
人拥护新四军”。

在鲜红的党旗上，“人民”的底色历经风雨
始终光彩如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多中国人民凝聚成推
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总书记的每次驻足、细看、询问，正是在沧
桑历史和字里行间叩问初心之路。”第一时间学
习总书记考察新四军纪念馆时的重要讲话，副
馆长张树忠感触颇深：“就如总书记说的那样，
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江山。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从革命传
统中寻找智慧、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力量，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这是向史而新的殷殷嘱托

历经革命烽火洗礼，彰显英雄城市本色。
仇金标告诉记者，步入纪念馆传承厅，总书记在
128处红色烈士镇村图前停下脚步。盐城全市
有128处以烈士名字命名的镇村，248处革命
遗址，1.8万余名革命烈士长眠在这片大地。先
烈们就像一座座丰碑，永远屹立在盐城历史的
坐标里，又像一盏盏明灯，始终照亮着盐城人民
前进的道路。

江苏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江
苏充分发挥新四军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持
续开展红色寻访、研究研学、主题教育、展览展
示、纪念活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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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盐城成为华中抗
日斗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长期的革命斗
争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为这座城市烙下了
独特的红色印记。”盐城市委书记周斌表示，盐
城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用好红色资

源、赓续红色血脉”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积极创新爱国主义教育
实践，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让红色基因根植市
民心中，奋力绘就革命老区美好生活新画卷。

“总书记考察纪念馆，是对我们纪念馆工
作和纪念馆人的莫大鼓舞，也是对全国从事新
四军历史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者的最大激
励。”仇金标说，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总书
记对纪念馆的关怀变为前进的动力，讲好新四
军的故事、革命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

“这是我从事新四军历史文化研究40多年
来最兴奋、最幸福的时刻！”曾经参与纪念馆筹
建的新四军纪念馆副研究员陈宗彪见证了纪念
馆的发展变化。1983年纪念馆筹建工作正式
启动以来，从馆名到陈设，从文物到图片，倾注
了许多人的心血。“对于盐城而言，新四军纪念
馆是一个特别的城市符号，是众多新四军老兵
和盐城人的情感共鸣。”

“建湖县至今保存着华中鲁艺烈士陵园、新
四军苏中印刷所等红色旧址50余处。”建湖县
委书记祁从峰说，建湖不断探索红色文化现代
表达的艺术路径，以华中鲁艺历史发展为背景，
以丘东平、许晴、王海纹等鲁艺师生的真人真事
为原型，先后创作了杂技报告剧《芦苇青青菜花
黄》、现代淮剧《芦荻知秋》等一批重点文艺作
品。下一步，建湖将依托淮剧、杂技这两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打磨更多有深度有温
度的红色题材文艺作品。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红色基因根
植城市血脉，近年来，盐城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示范区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翻天覆地的
变化。

总书记的到来，饱含着对革命老区人民的
深情厚谊、深切关怀。亭湖区委书记盛艳说，
亭湖区是传承红色基因、充满红色记忆的地
方，全区上下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的关
心厚爱转化为抓发展、攀新高的强劲动力，充
分发挥长三角中心区城市优势，深度融入区域
发展一体化，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
把亭湖建设成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科
创成果转化基地、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和生态
旅游康养基地。”

新四军纪念馆内有幅麋鹿图，广袤的黄海
湿地上，成群的麋鹿奔跑嬉戏，蔚为壮观。仇金
标记得，总书记听完介绍后，点赞这里是“麋鹿
的天堂”。眼下，盐城正深入谋划充分发挥“天
蓝地绿基因红”独特优势，进一步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放大世遗效应、勇当“碳路先
锋”，充分彰显“国际湿地、沿海绿城”的生态魅
力、发展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作出
更大贡献！

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新四军纪念馆回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