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再赴琼海，沿
着万泉河岸，重温红色娘子军的动人故
事。琼海市新闻中心原主任、羊城晚报

“金牌读者”王路生深情讲述了他与红
色娘子军、与羊城晚报的不解之缘。

和大部分人一样，王路生对红色
娘子军的初印象，来自上世纪60年代
火遍大江南北的《红色娘子军》电影和
芭蕾舞剧。不同的是，身为琼海人，王
路生与红色娘子军的距离更近。“她们
就是我们身边的巾帼英雄。”他说。

1980 年，“文革”结束不久，在广
州，羊城晚报复刊；而另一边的琼海，
正逢开展寻找失散老红军、为蒙冤老
战士调查平反的重要时期。当时，王
路生父亲、重返琼海任民政局局长的
王启銮是调查的主要牵头人之一。

“刚开始，红色娘子军战士对平反
政策不了解，不敢讲真话。”王路生说，
于是父亲便拿出自己订阅的羊城晚
报，将报纸上有关平反的报道念给她
们听，最终顺利完成了平反工作。过
程中，王启銮也与红色娘子军战士们
逐渐熟络起来。

王路生回忆，此后，老战士王时香、
王艳梅、卢业香等经常会到家里来与父
亲拉家常。这群老战士总会带来阳江
的糯米、椰子糕，而父亲为她们沏茶，大
家围坐在一起，听父亲念羊城晚报。聊
到兴起时，大家还会高唱《万泉河水清
又清》《红色娘子军军歌》等歌曲。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一直对红色
娘子军非常敬佩，每次见到她们，都会
敬一个礼。”王路生说。一来一往之

间，他与老战士们的感情愈加深厚。
1991年3月，王启銮因病去世。临

终前，他叮嘱王路生，要多去看望还健
在的红色娘子军战士，给她们读报听。
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多年来，王
路生只要有空，就会到红色娘子军纪念
园看望“阿婆”们，给她们做做饭，带她
们散散步，而读羊城晚报，成为每次见
面的“保留节目”。“羊城晚报敢为老百
姓讲真话”“我们非常喜欢羊城晚报”，
成为老人们时常和王路生念叨的话。

70 年前，庞启江出生在
琼海市阳江镇，是红色娘子军
第一任连长庞琼花的后人，与
相当一部分红色娘子军是同
乡。1970 年，庞启江高中毕
业后回乡任教，恰巧学校邀请
红色娘子军代表来讲红色故
事。“一群备受压迫的年轻女
子，如男子一般拿枪杀敌、投
身革命。”庞启江回忆，那时的
他对红色娘子军这一群体开
启了全新认知。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迫切
希望了解更多红色娘子军的
故事。而彼时，红色娘子军在
世者仅剩数十人，她们一天天
老去。“我要和时间赛跑，留给
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
是年轻的庞启江立下的目标，
此后为之坚持了数十年。

2000 年，庞启江正式开
始红色娘子军寻访工作。他
到琼海市民政局、琼海市党史
研究室寻找红色娘子军的个

人信息，一一核对后，向琼海
几乎每一个村委会都发去函
件，了解当地是否有红色娘子
军或她们的家属；同时也通过
已经结识的老战士们的回忆，
寻找其余的红色娘子军。

一部相机、一个笔记本、一
辆旧摩托，庞启江孤身开始了
漫漫寻访路。他沿着红色娘子
军当年走过的革命路，几乎跑
遍海南岛，甚至到海外寻访。

这是一个孤独而艰难的
过程。相机被摔坏，换了好几
部；摩托车爆胎数次，他吃了
不少苦头；光是被狗咬，就经
历了六次……此外，他还备受

“借红色娘子军圈钱”的质
疑。面对流言蜚语，他委屈却
不屈服；面对艰难困苦，他从
不言放弃。“当年红色娘子军
们枪林弹雨中奋勇杀敌，不怕
牺牲。我为她们做点事，受点
挫折算什么！”老人眼里含着
泪水，神情却无比坚定。

数十年来，一次次的寻访
中，庞启江与红色娘子军面对
面交流时，听了不少鲜活感人
却不曾载入史册的故事。老人
们讲流泪了，他也被感动得泪
流满面；老人们讲到精彩处神
采飞扬，他也跟着兴奋不已。

数十年来，他走村串户走
访、拍摄，经常写到凌晨三四
点。他将所见、所闻、所思一
一记录、梳理，形成了多本关
于红色娘子军的著作。其中，
41 万字的文学作品《红色娘
子军传》，成为了如今研究红
色娘子军历史的珍贵资料。

数十年来，他始终心系
红色娘子军这个群体。“血浓
于水，已经分不开了”，庞启
江这样描述他与红色娘子军
的关系。他曾为多位红色娘
子军老战士办追悼仪式，将
她们视作自己的亲人。他还
设计红色娘子军群雕；组织
开设阳江镇革命斗争史展览
馆，包括琼崖革命和红色娘

子军展览馆等，让红色娘子
军的故事被更多人所知。

2018 年起，庞启江开始
为 100 位有遗像的红色娘子
军镌刻人像印章。他将玉石
悉心打磨成小方块，再用笔墨
描绘出红色娘子军人像，用小
刻刀细细镌刻，平均每一枚印
章需要雕刻近 7000 刀。如
今，他已独立完成数十枚印章
的镌刻。“我希望为她们做一
些事，让人们记住她们的故
事，记住她们的奉献与牺牲。”

今年是红色娘子军成立
90周年。再度谈起红色娘子
军精神，70 岁的庞启江眼里
闪着光芒：“红色娘子军的精
神，应当永远被铭记！”

“ 为 党 的 事 业 奋 斗 到
底”，这是 90 年前红色娘子
军们立下的铮铮誓言。她们
紧跟党走，用一生时间，用实
际行动，兑现这一誓言——
在枪林弹雨中，她们不怕牺
牲，奋勇杀敌；在最艰难的日
子里，她们忍饥挨饿，坚持战
斗；在被俘入狱后，她们受尽
折磨，坚贞不屈。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
今天，就没饭吃，没衣服穿。
共产党的恩情比天大、比山
高、比海深。我永远跟党走，
直到最后一口气。”在红色娘

子军老战士王运梅充满传奇
色彩的一生中，党始终是她理
想 的 支 柱 、奋 斗 的 航 标 。
2012年 7月 6日，她以102岁
高龄光荣入党，创下中共党史
上年龄最大新党员的纪录。

庞启江说，她们所做的一
切，皆源于坚定的信仰。这样
的信仰，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
存在，而是支撑着她们一生的
时光。

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
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90年
过去，红色娘子军战士们已
远去，可她们所代表的紧跟
党走、敢为人先、不怕牺牲、
坚贞不屈的精神，她们所坚
守的对党忠诚、为人民大众
谋利益的信仰，依旧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人。

羊城晚报与红色娘子军再叙不解之缘

4月21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闭幕。这是今年全
球首场以线下会议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为特殊时期的世界
带来一抹亮色。

这一天，红色娘子军研究专家、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原站
长庞启江再次受邀讲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他说，红色娘子
军是这片红色热土上最靓丽的一抹红色。

红色娘子军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都诞生在
琼海，是这座城市最亮眼的两张名片。秉承红色

娘子军敢为人先的精神，开拓进取，博鳌亚洲
论坛已走向世界。

作为红色娘子军后人，50多年来，庞启
江一直在努力挖掘、记录和梳理红色娘子军
的历史。他撰写出版的长篇《红色娘子军
传》是研究红色娘子军的珍贵资料。如今，
他正为 100 位有遗像的红色娘子军镌刻人
物印章。“我将尽我所能，让人们记住她们的
牺牲与奉献。”庞启江说。

历经艰险，寻访红色娘子军故事

愿尽所能，让她们被永远铭记

时至今日，初心未改信仰永存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丰西西

本版图片：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除署名外)

一张诞生于
广 东 的 民 生 大
报、人文大报，一
支在海南写就传
奇的英雄队伍；
一个在四季花开
的广州，一个在
椰 林 环 抱 的 琼
海，相隔近 700
公里，却始终紧
密相连——这是
羊城晚报与红色
娘子军长达 41
年的深厚情缘。
这段情缘因一对
父 子 而 牵 线 搭
桥，跨越时空，深
深地烙印在羊城
晚报的历史上，
铭 记 在 人 们 心
里，流淌在粤琼
两地间。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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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29日，“红色娘子军后
代亲友团”再次到访羊城晚报，再叙这段
红色娘子军与岭南文化大报之间的不解
之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
是红色娘子军成立90周年。站在新时
代的起点，这段故事、这份情缘，显得更
加珍贵。

心系红色娘子军，两代人成就一段延续41年的粤琼佳话

“说到红色娘子军，他就滔滔不绝，
两眼放光。”王路生的同事这样说。几
天采访接触下来，这位高高瘦瘦、头发
灰白的“金牌读者”，也给记者留下了
深刻印象，他对红色娘子军的热忱，对
羊城晚报的情谊，都令记者深受感动。

“为什么我对红色娘子军有这么

深的依恋？因为她们的精神力量一直
激励着我。”王路生说，“战争年代，她
们敢于抗争、不怕牺牲；和平年代，她
们甘于平淡、乐于奉献。后来成为红
色教导员，她们又将这份精神传承给
年轻的下一代。”每每坐在她们身边，
听她们讲述红色故事，于王路生而言，

都是一种精神的洗礼。
红色娘子军已经走了，但她们的故

事仍在荧幕上演，她们的精神将在琼海
人心中永存。“这种磅礴的精神力量，支
撑着我们为新时代海南自贸港建设贡
献力量，在各自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好，
当好新一代的红色传承人。”王路生说。

父子接力 为红色娘子军读羊晚

赓续精神 做新一代红色传承人

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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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支撑她们一生
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符畅

半个多世纪来，红色
娘子军后人庞启江寻访
讲述琼崖巾帼故事——

她们曾托人给羊晚送
贺信、斗笠与胡椒米

从 1980 年时任琼海市民政局局
长的王启銮为红色娘子军读羊城晚
报，助老战士们平反；到王路生在父
亲逝世后继续关怀健在的红色娘子
军，为她们读报纸——羊城晚报与红
色娘子军，有着数十年深厚情缘。

2007年10月，羊城晚报创刊50周
年之际，王运梅和当时还健在的11位
红色娘子军姐妹联名写信祝贺。获评
羊城晚报“金牌读者”的王路生到广州
参加庆典活动，老战士们委托他带来贺
信，信中称：“羊城晚报是我们心中永远
的玫瑰，她在我们晚年的精神生活里绽
放出最美丽的花朵，芳香而迷人。”

除了贺信，王路生还带来了 11
位老战士亲手编织的红军斗笠、亲手
收种的胡椒米，“希望羊城晚报像斗
笠一样，永远为广大读者遮风挡雨，
撑起一片蓝天；希望晚报人像胡椒一
样，生动辛辣地反映民生”。

弘扬红色娘子军精神，
羊晚获多项大奖

2013 年 9 月 14 日凌晨，红色娘
子军老战士王运梅在老家去世，享年
104 岁。王路生闻讯，第一时间致电
羊城晚报。羊城晚报社社长刘海陵
（时任羊城晚报社总编辑）连夜派记
者奔赴琼海，并在 9 月 15 日的头版刊
登了《红色娘子军排长王运梅辞世
享年 104 岁》的报道。

2014年1月15日，得知当时在世
的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战士卢业香
（100 岁）住进了 ICU，羊城晚报立即抽
调多名记者奔赴琼海市探望卢业香老
人，追寻红色娘子军当年的革命足
迹，梳理这支队伍的传奇历史；另一
方面，也派出记者赴北京、深圳等地，
寻访红色娘子军的后人、党史专家、
艺术家，通过他们的讲述，让红色娘
子军的精神穿越时空、光照当下。

2014 年 4 月 8 日起，羊城晚报以
头版头条加三个整版的规模推出《红
色娘子军精神·薪火相传》大型系列
报道的开篇之作，隆重纪念这支革命
队伍，回顾那段烽火岁月，呼唤新时
代的理想信念。其后在一周多时间
里连续推出了十余篇系列报道。

11 天后，4 月 19 日早晨，卢业香

老人在琼海家中离世。王路生再次第
一时间通知羊城晚报。羊城晚报立即
安排记者采写稿件，当天下午第一时
间报道了卢业香辞世的消息（系全国
最早报道卢业香辞世消息的纸质媒
体）。当天下午，羊城晚报三名记者
赶至琼海进行跟踪报道，4 月 20 日又
以头版头条的大篇幅作了全面报道，
成了对这位老战士的最后的纪念。

当年，《红色娘子军精神·薪火相
传》系列策划，摘得第二十五届中国新
闻奖报纸版面一等奖、报纸文字系列
报道二等奖。这组报道不仅为羊城晚
报赢得了荣誉，更让羊城晚报记者在
采写红色娘子军事迹以及后续报道过
程中，受到了一次巨大的精神洗礼，与
无数读者产生心灵共鸣。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符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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