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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了 黄 洋 界 ，险 处 不 须
看”。“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
飞如跃。”1965 年 5月，毛泽东重
上井冈山时奋笔写下《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
山》，再提黄洋界。

黄洋界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之
一。1928年8月下旬，湘赣敌军乘
红军大队在湘南未归之际，对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会剿”。
把守黄洋界的红军在两条通往山上
的小路上，设置了竹钉阵、篱笆障
碍、滚木垒石、壕沟、射击掩体等五
道防线。敌人多次进攻均告失败。

黄洋界保卫战不但成功保卫
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安全，还创
造了土地革命战争中以少胜多的
经典战例，积累了人民战争的宝贵
经验。毛泽东当年就写下《西江
月·井冈山》，用“黄洋界上炮声
隆，报道敌军宵遁”诗赞此役。

黄洋界在经历战役的同时，
也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坚定信念、深入群众的

艰苦奋斗。
90 多年前，在黄洋界海拔

1300多米的地方，有一条原名“五
里横排”的羊肠小道，蜿蜒曲折。这
条小道，就是朱毛红军“挑粮小道”。

1928 年冬，受到国民党严密
封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粮食、
食盐以及药材等物资奇缺，不足
以供给红军队伍。于是，毛泽东
和朱德亲自带头下山挑粮。靠着
肩挑背驮，红军战士把30多万斤
粮食运上了山。

其间，战士们不忍心42岁的
朱德如此辛劳，把他的扁担偷偷藏
了起来。朱德就重做一把，并在扁
担上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从此，他的扁担再没人敢“偷”。

如今，90 多年过去，在这条
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上，时不时
可以看到身着红军服、肩扛红旗
的游客，体验当年红军的艰辛。

“重走挑粮小道，更体会到朱毛红
军官兵平等的可贵。”一位来自黑
龙江的游客有感而发。

“一个中国人有机会到井冈山看
看，那是应该的。”

31 年前的 1990 年，羊城晚报记者
龚志瑾到井冈山采访时感慨，井冈山
景色如画，但旅游却还没热起来。于
是，他写下《今日井冈山更多娇》《一个
中国人应该到井冈山看看》两篇报道，
分别发表在《羊城晚报》1990 年 9 月 8
日和9月10日的头版。

当时龚志瑾与新闻界的同行希望：
“我们也要为井冈山栽点树——宣传井冈
山的革命传统，宣传井冈山的旅游资源。”

这两篇报道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
成为召唤国人“打卡”红色沃土的经典
之作。羊晚记者最近重访井冈山，当地
受访者还主动提及这两篇文章。

31年后的今天，既传承红色文化又
保护绿水青山的井冈山，已经成为全国
闻名的红色旅游胜地。根据当地数据，
今年一季度，井冈山接待超79万名游客，
通过红色旅游业创造了5.65亿元收入。

井冈山红色旅游火爆，广东游客
是主力军之一。“平均每 10 批来我们
博物馆参观的游客，就有一批来自广
东。”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讲解部主任贺
静表示。 (陈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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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井冈，山路盘旋，林海一山连
着一山。从朱毛会师的龙市到一根灯
芯照亮中国革命道路的八角楼，再到

“报道敌军宵遁”的黄洋界山头和井冈
山革命斗争的中心茨坪镇……沿着革
命先辈的足迹，感受井冈山的光辉革命
历程，令人敬畏。

井冈山作为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
围城市”道路的起点，承载着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这条胜利之道，由无数
英雄烈士抛头颅洒热血铸就。在井冈山
的革命遗址参观，经常能看到一张张黑白
烈士肖像，上面简单的生平介绍里，大多
写着1927年卒、1928年卒、1929年卒。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如今，我们
重上井冈山，在开阔的沥青马路上驱
车疾驰，对前行的路有了更多的憧憬：
这是一条小康之路和振兴之路，老区
干部群众铆足干劲，志在闯出一条发
展新路。 (陈泽云)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
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
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
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2016年春节前，习近平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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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嵘

90多年前，窗外一片漆黑，房间里，只有一根灯芯的油灯亮着豆大
的火苗。毛泽东同志坐在桌前凝神静思，苦苦思索着中国革命道路……

今天，站在位于井冈山茅坪镇的八角楼里环顾四周，一张床、一把躺
椅、一副桌椅，极为简陋，不少游客正围在书桌前，端详桌上的一盏油灯
和两本泛黄的小册子……面对眼前这一幕，记者想象着当年毛泽东同志
伏案思索的情景，不禁动容。

1927 年 10 月至 1930 年 2 月的井冈山斗争，留下百余处革命旧
址遗迹。走进这些旧址，记者重温了当年艰苦奋斗的革命故事。

闪光印记
火红岁月信念如磐

轻记者学党史年年

“天上的北斗亮晶晶，八角楼
的灯光通通明。毛委员就是那掌
灯的人，照亮中国革命的万里
程。”八角楼的灯光照亮了中国革
命胜利的道路。至今，井冈山当
地仍在传唱这首歌谣。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
政治局势急剧逆转，中国革命进
入低潮。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部队，在攻打中心城市受挫后，走
上崎岖的山路，于1927年10月来
到井冈山。

“到达井冈山茅坪时，毛泽
东脚部受伤。为方便及时治疗，
毛泽东被安排在了当地中医谢
池香私宅八角楼居住办公。”井冈
山革命博物馆讲解部主任贺静介
绍，1927 年 10月至 1929 年 1月，
毛泽东在茅坪期间，经常在此召
开军民座谈会，整理调查报告。

正是在八角楼里，毛泽东写
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
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
著作。这两篇著作总结了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阐明了中
国革命发展的规律，红色政权能
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提出
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位于八角楼旁的“谢氏慎公
祠”，亦即“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
代表大会”旧址。1928年 5月，大
会在此召开。会议分析了中国革
命的形势、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

大会过后，井冈山边界各县
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打土豪分
田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运
动。根据地内党、政、军和土地革
命运动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形成
了井冈山斗争的全盛时期。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包括
毛泽东的油灯、朱德的扁担等 3
万多件馆藏文物，承载着无数红
色记忆。其中，摆在陈列柜里的
几封书信真实展示了当时有志青
年的革命信仰。

“志强：好久没有和你通信了，
不知你近况若何？挂念得很……
我天天跑路，钱也没得用，衣也没
得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
前过的优美生活好多了，因为是自
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

这是红军将领陈毅安（又名
陈斌），在 1927 年 9 月秋收起义
部队挺进井冈山途中，写给爱人
李志强的书信。信中，陈毅安讲
述了他的近况并表达了崇高坚定
的革命理想。

陈毅安是红军早期的高级将
领，屡立战功，黄洋界保卫战前线
指挥就有他。1925年，他考入黄
埔军校第四期，后投入革命参加
北伐战争等。1930年，在长沙战
役中担任前敌总指挥时，不幸牺
牲，年仅25岁。

据介绍，陈毅安当年曾为爱
人李志强寄去书信共 54 封。另
有一张藏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
英文新年贺卡尤为特殊。贺卡是
99年前的1922年，陈毅安送给李
志强的新年祝福。贺卡封面是一
名女话务员的头像，下方写着“恭
贺新禧”四个金字，卡片中间用绿
色毛线固定，内页写着字迹优美
的英文——

To my sweet heart, Miss
Lee. May happiness be with you
throughout the New Year. From
Cheng Bing.（ 赠给我的心上人李
女士 祝愿新年快乐 陈斌）

“这张贺卡能够体现90多年
前年轻人的家国情怀。现在的年
轻人看到这张从战火硝烟保存至
今的贺卡，应该会有所触动、受到
教育。”井冈山的“海归”宣讲员
毛浩夫对这张贺卡感受颇深。他
表示，来井冈山寻访红色精神的
不止国内游客，还有国际友人，这
张贺卡会让参观者更深入地了解
当时革命战士的理想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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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革命道路的八角楼灯光

见证革命艰苦的挑粮小道

记录革命信仰的红色书信

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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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井冈山“海归”宣讲员毛浩夫：

一个个烈士的名字让我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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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江西名不
见 经 传 的 一 座
山，但在中国共

产党百年征程中，却是一个熠熠闪
光的时空坐标——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秋收
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建立了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1928 年 4 月，朱
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
和湘南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
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
军第四军；同年5月，轰轰烈烈的土
地革命运动在井冈山展开。

至1930年2月，两年零四个月
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
人用“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
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的精神，开辟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

“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经典之作，从这里革命才走向成
功。”日前，羊城晚报记者重访点燃
中国革命“燎原之火”的井冈山，接
受“中国革命摇篮”的精神洗礼。

毛浩夫是江西干部学院
现场教学老师，2014 年从英
国 赫 尔 大 学 金 融 系 毕 业 回
国。在南昌工作两年多后，
他回到家乡井冈山成为井冈
山革命旧址的一名讲解员。
出生于红色文化家庭的他，
坚定地传承祖父、父亲的红
色文化宣讲事业。他的爷爷
毛秉华是原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的馆长，被称为“井冈山精
神第一宣讲人”。

羊城晚报：从事红色文
化宣讲六年，你最大的感触
是什么？

毛浩夫：我跨行选择红
色宣讲事业，有机会到外面
学习参观各种革命纪念馆、

烈士陵园。另外，我也会做
一些乡野调查，调查期间了
解到很多祖孙三代共同守护
不知名烈士墓的故事。每当
看到一行行烈士的名字，一
座座历史的坟墓，就能深刻
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羊城晚报：你如何理解
“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毛浩夫：爷爷出生在井冈
山脚下太和县的一个农村。
他的二哥是一名红军战士，
1930 年牺牲在太和县。爷爷
经常讲他小时候填不饱肚子，
几 乎 要 被 送 去 当 和 尚 的 故
事。所以，爷爷对中国人要站
起来的那段历史感触很深。

而我是“80 后”，生活在
中国经济起飞、走向世界舞
台中央的时代，对井冈山精
神 的 理 解 有 我 们 这 一 代 的
感悟。在我看来，跨越时空
的井冈山精神，既要讲好井
冈山的历史，也要让人们了
解井冈山的变化和发展。

在新时期，发生翻天覆地
变化的神山村让我深刻体会
到“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是如何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
好生活的。记得小时候去神
山村，都是土坯房。2017年井
冈山宣布脱贫摘帽后，爷爷带
我去神山村实地调研。通过
调研了解到，通过产业脱贫，
村民种植赖梨、生产农副产
品，实现了收入增长。

羊城晚报：你认为新时
代应该如何传承弘扬红色文
化？

毛浩夫：我可能会更加
注重在红色文化宣讲内容方
面的更新换代。不希望一堂
课讲一辈子，而希望大家了
解到，井冈山从过去一步步
走到现在，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同时 ，也希望实现“红
色+”，比如“红色+旅游”“红
色+文创”等。

四月的井冈山，满目苍翠，
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一排排火
炬路灯点缀在城市乡间，向人们
展 示 着 当 年“ 燎 原 的 星 星 之
火”。秉承革命老区的艰苦奋斗
精神，如今的井冈山已然发生巨
大变化。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打起攻坚战，过起新生活；
唱起幸福歌，温暖暖心窝……心
中有梦无难事，酸甜苦辣都是
歌。”近年，神山村村民彭夏英脸
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哼唱的“幸
福歌”也越来越轻快。她经营着
村里第一个农家乐“成德农家
宴”，一到假期，农家乐的灶台火
旺、厨房飘香，她拿手的小炒黄
牛肉等家常菜总能赢得食客们
的喝彩。

神山村地处井冈山黄洋界脚
下，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长
期闭塞落后，曾有超过三分之一
的家庭是贫困户，是革命老区典
型的贫困村。

2016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神山村视察精准扶贫工
作。习近平走进贫困户彭夏英
的家，亲切询问她家的生产生活
情况，并鼓励她要树立信心，脱
贫致富。

带着总书记的鼓励，彭夏英
开起了农家乐，如今年收入有十
多万元。她不仅实现了脱贫，更
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致富创业
典范。今年，她的小儿子张明也
从深圳回到老家，和她一起经营
农家乐。

“政府给予我们很多帮扶，
但我们不能只靠政府扶养，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这是彭夏英最
朴实的感悟。

现在，曾经无人问津的神山
村吸引了不少客商前来投资：神

山振兴学院建成后，红色培训有
了场所，已有数十批团队前来开
展研学活动；曾在广州打拼的吉
安人肖皋启也投资神山村，开起
了精品民宿。

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

彭夏英的脱贫致富是井冈山
精准扶贫取得胜利的一个生动
实践样本。几年前，为了摆脱贫
困，曾是革命战场的井冈山再次
响起“军号声”。

通过发展黄桃、茶叶、毛竹
等特色种植，井冈山实现家家户
户有增收项目。依托五百里绿
水青山，井冈山着力打造秀美乡
村旅游景点，让贫困群众在家门
口吃上旅游饭。同时，井冈山改
善提升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实
现了旧貌换新颜、人民群众幸福
安居……

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
贫困的日子慢慢退出井冈山群
众的生活。2017年 2月26日，井
冈山在全国832个贫困县中率先
宣布脱贫摘帽。这是跨越时空
的井冈山精神在脱贫攻坚战场
上的血脉传承。

新时代井冈山儿女的脱贫实
践，为井冈山精神注入了新的活
力。昔日“人口不满两千，产谷
不满万担”的井冈山，如今已成
为有17万人口的旅游城市，2019
年全年接待游客 1932.14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160.3 亿元。
2020 年前三季度，井冈山城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为29434元和 8228元，脱贫成果
持续巩固。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井
冈山现在正进一步丰富旅游业，
让更多人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当地一波又一波的“后浪”，也正
在乡村振兴中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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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浩夫 陈泽云 摄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的陈毅安写给爱人的贺年卡 陈泽云 摄

毛泽东在八角楼居住办公
时使用的油灯 王丹阳 摄

行程万里 不忘初心

初心不改
革命老区奋进奔康

今喜
看 朝

中国人应该到
井冈山看看

赣连心粤粤
江西井冈山地标建筑——雕塑《井冈红旗》 新华社发

卅年前羊晚报道深植
“井冈山情结”：

炬
火
引
路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