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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初心使命 接续红色华章
追寻新四军足迹大型全媒体新闻行动

9月24日，“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新四军纪念馆馆
藏革命文物巡展”在北京首展。展览吸引了众多观
众，大家一起沿着新四军的足迹，感受战火硝烟中
的征程伟业。

本次展览展出精品革命文物185件（套），不仅
有新四军纪念馆的珍贵馆藏，还有国内多家新四军
题材场馆联袂参展，各馆都将馆藏的珍品拿了出
来。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带来了抗战时期江
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战地流亡青年联谊会证
章；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带来了陈毅在水西村
使用的字典、粟裕使用的马扎；新四军黄桥战役纪
念馆带来了徐绪奎、王必成使用的毛毯；盱眙县黄
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带来了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
在黄花塘军部时使用的煤油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专门复制了“刘老庄
连”指导员李云鹏写给家人的平安信信封参展。该
馆党委副书记董立新告诉记者，这次巡展无论是色
彩、布局，还是展出文物，都非常精彩。对首都观众
来说，由此可以更好地了解新四军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由盐城市第一小学带来的新四
军木刻画等文创产品，相当受欢迎。该校美术教师
陈蕾不断地在木刻版上刷油彩，拓印出带有新四军
元素的作品，油墨未干就被观众取走了。叶挺将军
之子叶正光也取了几张木刻画，并与市一小党总支
书记秦岭进行交谈，在得知该校曾命名为叶挺小学
时，叶正光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在展出的珍贵文物中，有许多文物背后的故事
令人动容。记者现场采访了部分新四军后代，通过
他们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新四军后代讲述新四军后代讲述
文物里文物里““我家的抗战故事我家的抗战故事””
□本报记者 姚梦 夏恒瑾 曾路婵 现代快报记者 姜振军

乔泰阳：“家书”背后的故事

“这是《掩不住的阳光》最原始提纲，这是
20世纪50年代方志敏夫人缪敏给父亲乔信明
的信原件，这是乔信明写给缪敏的回信……”9
月24日，走进“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新四军纪念馆
馆藏革命文物巡展”北京首展，乔信明之子乔泰
阳指着放在展柜内父亲的文物资料侃侃而谈。

乔信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乔信明红军

时期曾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二十师参
谋长，是方志敏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带领红军将
士浴血奋战及进行狱中斗争的见证人。

“当时担任华东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的父
亲在写自传时，就记述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孤军奋战和狱中斗争的情况。到了1954年前
后，缪敏开始给父亲写信，询问方志敏最后岁
月的战斗和生活情况。在多次通信中，父亲回
忆起与方志敏在一起的许多往事。”乔泰阳指
着展柜里的信件表示，这些“家书”不仅是缪敏
对方志敏的怀念，更是对方志敏精神的延续。

在“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新四军纪念馆馆藏革命文
物巡展”的开幕式上，张云逸之孙、北京新四军暨华
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张晓龙向新四军纪念馆
交接了新四军各师史料。

“此次委托的文史资料，汇聚了无数新四军老
战士及其亲属的珍贵记忆与研究成果，如同一部
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记录了先辈们的战
斗历程，更展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
我们将倾尽全力整理的珍贵新四军文史资料郑重
委托给新四军纪念馆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不仅
是对先辈们卓越贡献的深情回望，更是我们对传
承新四军革命精神、肩负时代使命的庄严承诺。”
张晓龙深有感触地说，每一份资料都承载着一段
厚重的历史，每一段历史都凝聚着先辈们的智慧
与勇气，只有将这些资料完好地保存下来，才能让
后人更加全面地了解新四军的历史，更加深刻地
领悟新四军革命精神的内涵，从而更好地传承和
弘扬这一宝贵精神财富。

张晓龙对现场展出的不少文物十分了解与熟
悉，参观过程中不时驻足和身边人细细回忆展品背
后的红色故事。“这次展览来到北京很有意义，可以
让黄河以北的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新四军历史，了
解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发挥的不
可替代的作用。”张晓龙表示，未来将继续加强与全
国新四军题材场馆的合作，共同推动新四军历史的
研究和宣传工作，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昂扬的
斗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张晓龙：
持续推动新四军历史研究与宣传

俞克永：将革命精神当作家风传承下去

“家里人都对二姑姑王海纹的革命故事耳
熟能详，作为革命烈士后代，我们有义务也有
责任将她的革命故事和精神作为家风一代代
传递下去。”站在挂着王海纹旗袍（仿制品）的
展柜前，新四军后人、王海纹烈士侄女俞克永
说，这次展览能让更多人了解到王海纹的故
事，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小姑
姑俞芷青对王海纹的感情很深，生前一直想再
去一次盐城，年初听说新四军纪念馆要到北京
办展览也期待了很久，但还是没等到，她在一
个多月前去世了。”俞克永遗憾地说。

王海纹原名俞中和，1924 年出生于上海。
1940年，16岁的她辗转来到盐城，在鲁迅艺术

学院华中分院戏剧系学习，成为一名文艺战
士。1941年7月，在盐阜地区反“扫荡”中，王海
纹在随学校师生转移至建湖北秦庄一带时被
日军包围，宁死不屈，壮烈殉国，年仅17岁。

王海纹短暂而璀璨的人生，折射着弦歌救
亡凝聚抗战力量的精神，也是一部理想信念的
生动教材。“我把情景剧用手机拍下来发在了
家族微信群里，让家人都能在剧中看到姑姑当
年参加革命的故事。”看完《永不逝去的芳华》
情景剧后，王海纹烈士侄子俞克群感慨万千，
王海纹是革命抗战先进青年的代表之一，将她
的故事通过情景剧还原，既是对亲属的安慰，
也是对历史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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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颇受欢迎展览颇受欢迎

宋齐生：筑牢守护百姓的民心长城

“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新四军纪念馆馆藏
革命文物巡展”北京首展中，高196厘米、宽61
厘米的宋公纪功碑（仿制品）矗立在显眼的位
置，吸引众多参展群众目光。

看着石碑上的碑文，新四军后人、宋乃德
之子宋齐生回忆起父亲的战斗岁月，心中油然
升起对革命前辈的敬佩之情。“在宋公堤之前，
很多任国民党政府都曾修建海堤，但都是修了
毁、毁了修，没有一道大堤真正防住海潮的侵
袭，百姓对实现‘从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
（亦有说法为侵或过）阜东’盼望许久，是共产
党实现了老百姓‘从此不闻冲家祸’的夙愿。”

“正是因为共产党一心为民、敢于胜利，最
终带领百姓克服了种种困难，用鲜血和生命修
好了大堤，百姓才念念不忘修建这座保障百姓

生计大堤的人们。”驻足在宋公碑前，宋齐生
饱含深情地说，这块石碑纪念的不仅仅是父

亲宋乃德一个人，建成宋公堤也不仅仅是一个
人的功劳，它是当年共产党带领几万名盐阜人
民群众在海滩上艰苦劳作的成果。

80多年来，蔚为壮观的长堤阻挡了无数次
海浪侵袭，宋公堤已经化为一座大地丰碑，彰显
着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宋齐生
认为，新四军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巡展十分具
有教育意义，这些文物让更多人尤其是当代年
轻人，更深入地了解新四军红色故事，进而继承
共产党一心为民、敢于胜利的强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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