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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
让他们这样不断自问

舞台上，演员们每念一句
“狱中八条”，就引来学生们一阵
雷鸣般的掌声；操场上，演员唱
起《唱支山歌给党听》，立即就形
成数千人的大合唱……

这是红岩精神特色思政课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在重庆高
校巡演时的景象。

从2020年 9月到今年4月，
这堂形式独特的思政课在百余
所高校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展演
170场，现场观众超29.2万人次，
网络点击量超260万人次。

“红岩中有很多像刘国鋕、
王朴这样出生富贵的有志青年，
是什么让他们为了穷人，甘愿抛
却富贵，甚至牺牲性命？”

“现在生活安逸的我们，是
否还能像红岩烈士们那样，为了
更多人的幸福在关键时候献出
生命？在平凡中坚守信仰？”

在各高校网站，翻看大学生
们写下的观后感，这样的自问随
处可见。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
展管理中心主任马奇柯说，在我
们党的历史上，一代代青年人就
是像这样在红色剧目滋养下成
长起来的。时代变了，表现手法
新了，但年轻人仍会问同样的问
题：“如果换作是我，会做出怎样
的选择？”

从大一起，四川美术学院学
生刘钰就在学校艺术团的《红
岩》剧目中饰演江姐。今年6月
她就要毕业了，最近正和小伙伴
加紧排练，想赶在毕业前为党的
百年华诞做最后一场，也是最精
彩的一场演出。

为演好江姐这个人物，刘钰
从图书馆查阅了很多资料，对江
姐等红岩烈士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

“让我最感动的是江姐的
铁骨柔情，每次演到江姐托孤
这段戏，我都热泪盈眶——不
是演的，是真流泪！”刘钰说，红
岩 300 多位烈士大多数都是和
她一样的年轻人，比如江姐就
是川大的学生，牺牲时才 29
岁。“他们的青春因牺牲而永
恒，今天的我们，用什么让我们
的青春绚烂？”

[采访手记]

自问，是因为内心深处的震

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

历史，有太多人、太多事让我们

动容。“如果换作是我，会做出怎

样的选择？”要回答好这一问题，

关键在于今天的年轻人是否还

能树立坚定的信仰。

他们
在亲身寻访中传承红色力量

近日，从井冈山大学毕业多
年的欧阳国，再次来到井冈山革
命烈士陵园。站在井冈山革命
烈士纪念碑前，他和同学们在井
冈山及其周边地区亲身寻访红
色故事的往事历历在目。建党
百年之际，他要把这些故事讲给
更多人听，以此告慰长眠在这片
红土地上的先烈。

2007年盛夏，江西省吉安市
白云山下，村民引路，欧阳国和
同学们紧随其后。在山林深处，
他们扒开丛生的杂草和碎石，寻
访到一处红军墓地。墓地没有
石碑，没有鲜花，只有一个个灰

暗的墓穴赫然在目。
久久矗立，学生们好奇：他

们是谁？家在何方？是怎么牺
牲的？他们的身上有怎样的故
事？

为弄清这些故事，他们挨家
挨户访问周边的农户，到革命博
物馆、纪念馆查资料，和老红军
后代促膝谈心。偶尔听到一两
个可能的名字，但很快又失去线
索……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
我们最终也没弄清他们姓甚名
谁，也许根本不可能弄清。”欧阳
国说，于是大家干脆将自己寻访
的过程写下，他们觉得无名烈士
的故事更令人动容。

“这样的寻访经历能让学生
离信仰更近。”井冈山大学寻访
红色故事小分队带队教师蔡海
红说，自2007年起该校学生开启
了一场持续多年的井冈山红色
故事“田野调查”。迄今为止，采
集到的2000余个红色故事已汇
编成《井冈山的红色传说》等9本
共225万字的书籍。

“曾经在书本上看到的党
史，在一次次双脚丈量中、探秘

般的采访中活了过来，感觉党史
是鲜活的、有温度的。”井冈山大
学2020级法学专业学生刘欣说。

【采访手记】

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百年

历史，如何找到与遥远历史对话

的窗口，找到今天的年轻人与历

史中的年轻人交流的通道，井冈

山大学的青年们用行动做出了

回答。他们“穿越时空”，通过寻

访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力量。

新时代
每一个青年就是一团“星火”

“星火”，是复旦大学《共产
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
的名字，寓意每一位队员都能成
为传递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

“火种”。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给这支队伍回信：“你们积极宣
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
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
你们坚持做下去、做得更好。”

“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他

们做了什么大事情，能让总书记
记挂在心？”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方晢伊
说，起初是因为好奇走近星火志
愿服务队，但很快就坚定了加入
的决心。

这是一支由复旦大学青年
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党员组成
的队伍，64人，属于典型的“学霸
级”志愿队伍。自2018年陈望道
旧居修缮完成，并作为《共产党
宣言》展示馆对外开放，他们已
累计服务参观者近6.5万人次，
年均讲解700多场。

“更吸引我的，是陈望道老
校长的人格魅力，以及《共产党
宣言》振聋发聩的力量！”方晢伊
说，在一次次诵读讲解词的过程
中，她恍若穿过历史，结识了一
个外表冷静谦和、内心理想火
热、家国情怀满溢的陈望道。

“这是我想让参观者知道的
望老的样子，也是那一代青年共
产党人知识分子的共同模样。”
方晢伊说。

作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研三学生，加入星火志愿服
务队的董树婷有一种使命感。
她说，当今青年对红色历史有浓
厚兴趣，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
追问“信仰”。“作为传播马克思
主义真理力量的一员，我必须扩
充自己成为‘问不倒’，而党的理
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让我们从不怕质疑。”

一次讲解中，董树婷告诉一
群二年级小学生，陈望道曾担任
《新青年》主编。没想到孩子们
很快说：“我去过渔阳里，那里就
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这样
的反馈，让董树婷感到红色文化
育人的力量，感受到种子在发
芽。

【采访手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

“星火”本色。一百年前，一批

立志救国的进步青年首先树立

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风雨如

晦的中国大地点燃了新的火

种；一百年后，他们的“同龄人”

不 仅 在 认 真 讲 述“ 真 理 的 味

道”，更知行合一，把自己的青

春故事写在祖国山川大地上，

绽放青春光芒。

据新华社电

以红色为底，让青春飞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广大青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
生逢盛世，肩负重任。青春的颜色五彩斑斓，唯有以红色做底，立大志、明大德，将有限的青春融入到为民族

复兴、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无限事业中去，多彩的青春才更加绚烂。
在青年的节日，踏着春色，看红旗招展，青春飞扬！

本报讯 昨天是五四青年
节，市委书记李强向全市广大青
年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李强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全市上下正以排头兵的
姿态和先行者的担当奋力谱写
人民城市新篇章。希望全市广

大青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切期望和嘱托，继承和发扬五四
精神，树立远大理想，赓续红色
血脉，锤炼过硬本领，勇担时代
重任，积极投入上海改革发展的
火热实践，争做有志、有为的新
时代青年。全市各级党组织要
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

支持青年发展，做青年人的知心
人、引路人。共青团组织要更好
团结带领全市广大青年继承革
命传统、发扬优良作风，在加快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征程
中，书写新时代上海青年的绚丽
篇章。

昨天上午，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胡文容在“渔阳里”团中
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会见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等上海各界
优秀青年代表。团市委在中共
一大纪念馆国旗广场举办“青春
心向党 奋进新时代”上海青少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五四”主题集会暨“党的诞生
地”上海青少年红色大寻访接力
活动。近千名青少年以中共一
大纪念馆为起点、杨浦滨江为终
点，在“星火燎原”“初心如炬”

“实干兴邦”“勇立潮头”四条线
路的实地探访和沉浸体验中学
习党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

李强向全市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争做有志有为的新时代青年

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陆婷婷（右）在
为观众讲解。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