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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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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琼海人对红色娘子
军的记忆，根植于从小的耳濡目
染中。那么对琼海市阳江镇委副
书记、镇长王琼来说，他作为“外
地人”，对红色娘子军的感情其实
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王琼是一名“80后”，为江西吉
安人。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就看
过《红色娘子军》电影和相关的书
籍，对她们的传奇故事有一定的了
解。但直到来到琼海工作后，他才

发现，原来这里就是红色娘子军的
诞生地。“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会
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工作，为琼海建
设贡献力量。”他说。

作为镇长，王琼一直将红色
资源的开发利用放在心上。如
今，阳江镇各个红色遗址，每年接
待来自国内外各类团体40余个，
参观游客4000余人，带动就业岗
位1000余个。

“我们镇红色旅游资源比较丰
富，目前已经争取各级资金近1000
万元，接下来将对一系列红色旅游
景点进行提质改造。”王琼透露，
内园村是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将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阳江镇将
把内园村打造成为具有阳江特色
的美丽乡村，为进一步发展农村产
业、促进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在琼海市阳江镇红色娘子军
练操场旧址，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吸
引了人们的目光。68 岁的蔡兴莲
是红色娘子军民兵连的第二任连
长。据她介绍，经海南军区批准，
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于1969年8月1
日正式成立。这是一支配备真枪
实弹的基干民兵连，由阳江公社
100名红色娘子军后人组成。民兵
连宣告成立时，就在红色操练场举
行了授旗和宣誓仪式。从民兵连
成立到现在，已先后经历了 8任连
长，鼎盛时期有 185 名成员，年龄
最大的已经 80 多岁了，年龄最小

的才30岁。
蔡兴莲是红色娘子军战士朱

昌英的后人，“小时候，叔婆（朱昌
英）带着我们放牛，坐在牛背上给
我们讲红色娘子军的战斗故事。”
蔡兴莲说，小时候听着这些故事觉
得很兴奋，听到惊险处也有些担
忧，“我曾问她，你们不怕死吗？叔
婆很大声地回答：我们不怕，我们
跟着共产党，为了解放和自由而干
革命，就是死了也光荣。”这也让蔡
兴莲从小对红色娘子军充满了敬
意，“立志一定要成为她们那样勇
敢的人”。

文/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丰西西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2014 年 4月，最后一
名红色娘子军战士卢业香

老人离世，至此，昔日“琼花”们全部退
出历史舞台，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闪
耀光芒。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红色娘子军成
立90周年，距离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战士离开，也已
过去了7年。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还要重提红色娘
子军？新的时代背景下，又该如何传承和发扬红
色娘子军精神？在红色娘子军的诞生
地——琼海，羊城晚报记者通过一
系列走访、对话，逐渐
找到了答案。

昔日“琼花”永载历史
当代“琼花”光芒

《万泉河水清又清》是琼海
人对红色娘子军的深刻记忆。
在琼海市妇联主席冯玉看来，
这首歌从小听到大，已经深入
脑海、融入血液，成为每个琼海
人身体里的一部分。她认为，
红色娘子军精神有三个关键
词：坚韧、英勇和创新。

“在封建社会，女性地位非
常低，为了追求男女平等，她们

奋起反抗。在物质条件原本就
匮乏的年代，她们还要排除万
难，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战
斗，如果没有这份坚韧、英勇的
精神，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冯玉解释道，创新则是指红色
娘子军为了打破封建社会强加
在女性身上的层层枷锁，敢于
和封建礼教作斗争，和男人一
样拿起枪去战斗。“这三种精
神，在今天来看，仍旧是留给我
们的宝贵财富。”她说。

实际上，琼海女性在各行
各业都绽放着“她力量”。冯
玉介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中，大量女医生和女护士
坚守在与病毒战斗的最前线；
在脱贫攻坚的工作中，也涌现
出很多女书记、女能手、致富

带头人。这群新时代“琼花”，
传承了红色娘子军的精神，为
琼海的建设贡献重要力量，展
现新时代“琼花”的风采。

冯玉透露，今年5月 1日，
在红色娘子军成立 90周年纪
念日当天，“琼花传习所”将在
博鳌镇沙美村的“沙美印象”
景区内正式挂牌成立。“开办
琼花传习所，就是为了让更多
新时代的‘琼花’，学习和发扬
红色娘子军不怕苦、不怕累、
不怕牺牲的精神，让红色娘子
军精神在我们这块红色的土
地上代代传承。”冯玉说，“同
时也希望游客在游览景区的
过程中，了解红色娘子军的故
事，让红色娘子军精神走出琼
海，走向全国。”

在琼海，红色娘子军雕像
矗立市中心，成为一张靓丽的
城市名片；“万泉河水清又清”
的歌谣人人传唱，孩童也对它
的旋律耳熟能详……可以说，
在这片土地上，红色娘子军的
形象从未淡去，红色娘子军的
精神依然薪火相传，并哺育着
无数新时代的“琼花”。

琼海市政协原副主席、全
国劳模陈徽娥就是其中一位。
出生在党员家庭，她始终记得

父亲对自己的教导：要像红色
娘子军那样爱党、爱国，做一个
有益于人民的人。从政 42年
来，她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听
党话跟党走，脚踏实地做好本
职工作，当好人民满意的公仆。

作为一名琼海人，从小她就
是听着“向前进，向前进”的红色
娘子军军歌长大的。工作后，她
也时刻以红色娘子军为榜样，弘
扬娘子军的精神，把对党和人民
的热爱与忠诚，化作为党的事业
奋斗的实际行动。

陈徽娥先后在5个单位工
作过，不论身在哪个岗位，都
认真负责地做好党和组织安排
的每一项任务，并获得“全国优
秀纪检干部”“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
国劳模）”等多项殊荣。

在琼海市民政局工作的13

年间，她曾多次上门看望王时
香、王运梅、欧花、卢业香等红
色娘子军老战士，逢年过节为
她们送温暖；老战士生病了，她
也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她们已
经把我当成亲女儿了，每次上
门，都会抱住我，亲亲我的脸
颊。”回忆起这个细节，已经70
岁的陈徽娥，笑得像个孩子。

到今年，陈徽娥已经退休
10年了，原本可以在家安享晚
年的她，选择继续为人民服
务。她积极主动到琼海市财
政局、各个镇政府争取资金，
帮助村民修缮村道、修建文化
宣传室，来满足村民的生活、
生产、文化的需求。

“我会继续发扬红色娘子
军的精神，继续为琼海人民办
实事、办好事，实现我的人生价
值。”她动情地说。

在阳江镇内园村的红色娘子
军成立旧址，一个年轻的身影，引
导着游客参观，并在展览前，细细
为游客讲解那段峥嵘历史背后的
故事。她是阳江镇党政干部、“95
后”讲解员王惠，今年只有24岁。

“我是琼海人，从小就从老师、
家人的口中了解到红色娘子军的
故事。”王惠说。令她印象最为深

刻的娘子军战士是王运梅。1932
年秋，怀孕的王运梅在跟随大队行
至母瑞山附近时分娩，女战友们找
来树枝、芭蕉叶搭成“临时产房”，
王运梅的儿子顺利出世。为躲避
国民党部队的追击，第二天，王运
梅就抱着孩子和战友们继续前
进。因缺乏营养，加上行进途中的
恶劣环境，王运梅孩子出生没多久
就在她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作为一名“95后”，她所理解
的红色娘子军精神就是不怕牺
牲，勇于为自由和解放作斗争。

她表示，有机会作为一名讲
解员，她深感荣幸。“我的职责就
是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好红
色娘子军的故事，让红色娘子军
的精神影响更多人。”她说。

据悉，琼海市将结合建党
100 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纪念红色娘子军成立 90 周年
系列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在 5
月 1 日 当 天 举 行 敬 献 花 篮 仪
式、慰问文艺演出、大型徒步活
动、“致敬！红色娘子军”琼海
乡 村 振 兴 硬 核 大 PK、主 题 党
课、主题书画展、主题影片展播
展映等十项内容。

“今年我们创新形式，通过
开展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多项活
动，来纪念红色娘子军成立 90
周年。同时也希望吸引更多游
客五一假期来琼海走走看看，
倾听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传承
红色娘子军的精神。”琼海市委
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说。

（符畅 丰西西）

文/羊城晚报记者 鄢敏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广州少年带着
《快乐的女战士》
登上世界舞台

4月的广州，北京路上，人来人往。广州市青年
文化宫里传来一阵阵轻松、欢快的旋律，令人心醉。
这是广州市青年文化宫管弦乐团在演奏经典曲目《快
乐的女战士》。这首描绘了红色娘子军团结友爱的气
氛、表现她们乐观积极精神的乐曲，广受观众喜爱。

2019年，一群来自广州的少年带着这首乐曲登
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并夺得金奖。最近，这群
孩子又重新排练，准备再度演奏这首致敬红色娘子军
的曲目，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罗中允是这首乐曲的改编者，最近，他正带着学
生紧张排练。排练间隙，他向羊城晚报记者讲述了这
首乐曲背后的故事。

用音乐向世界讲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

2019年，为了参加第八
届世界乐团艺术节，广州市
青年文化宫管弦乐团指挥
罗中允和同事精心挑选参
赛曲目。“当时，我们琢磨
了很久，开会讨论究竟要
演奏哪首乐曲。”正当他们
为难的时候，罗中允想到
自己不久前改编的大提琴
协奏版《快乐的女战士》，
当时他是与来自美国的大
提琴老师合作表演。

罗中允向大家介绍，这
首乐曲希望诠释出红色娘
子军的精神：“无论环境多
么恶劣，都能克服重重困
难”。在罗中允看来，这些
都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
品质，值得弘扬。于是，《快
乐的女战士》最终被确定为
参赛曲目。

之后，罗中允用一个月
的时间将这首乐曲改为中
提琴、中音萨克斯演奏版
本，“希望能够更加气势磅

礴”。接着，他带领孩子们
刻苦排练，一点点打磨，精
细到每一个音的演奏法。

2019年 8月，广州市青
年文化宫管弦乐团带着《快
乐的女战士》登上维也纳金
色大厅，一举夺得少年组金
奖。

“评委们都很喜欢这
首曲子”，罗中允表示，《快
乐的女战士》本身旋律比
较轻快，原版是为职业乐
团而作，不适合学生乐团
演奏，所以要改编成适合
青少年管弦乐团演奏的版
本。他在改编时还融入了
《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其
他乐段的元素，比如《万泉
河水清又清》等。他记得，
孩子们在演奏结束后，现
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音
乐无国界，我们用音乐向
他们讲述红色娘子军的故
事，他们被感动到了。”罗
中允说。

因为有动人故事，才有动人的旋律

罗中允说，他的妈妈和
外婆都非常喜欢《万泉河水
清又清》这首歌，而他自己
在大学时期，就曾演奏过有
关于红色娘子军的曲目。

现在，罗中允带孩子们
一起演奏乐曲，一边为他们
讲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以
前，只是单纯喜欢有关它的
音乐作品，觉得它的旋律很
迷人。当我成为老师，给孩
子讲述这段故事，并为《快
乐的女战士》这首乐曲改编
时，我有了全新的感受——
因为她们的动人故事，才让
后人创造出来那么多动人
的旋律。”

经常有孩子问罗中允，
为什么在战争年代女战士
们还那么快乐？这时候，他
会结合红色娘子军的故事

告诉他们，在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红色娘子军身处艰
苦恶劣的环境，依然自强不
息，积极面对生活。“听完
后，他们很受启发，会变得
更积极。”

如今，罗中允深切体会
到，这种弘扬爱国主义的经
典作品，在青少年成长过程
中不能“缺位”。“孩子们更
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熏陶。”罗中允认为，只有让
孩子们了解，如今的幸福生
活是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
热血换来的，他们才会真正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讲好红色娘子军的故
事，传承和弘扬红色娘子军
精神，是我们应该为青少年
们准备的必修课。”罗中允
说。

她们那么勇敢坚强，令人敬佩不已

这几天，沙面小学六年
级学生钟嘉仪正认真练习
乐曲《快乐的女战士》。这
次她演奏的是原版的曲谱，
难度较以往大大提升。这
段时间，很多管弦乐团的学
生都像她一样，在重新熟悉
《快乐的女战士》曲谱，这是
他们和罗中允共同约定的
一次高难度挑战，他们都很
兴奋，练得十分积极。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大

提琴，钟嘉仪已过九级，演奏
过各种类型的乐曲。但她心
里，《快乐的女战士》最特别，

“它的旋律更激昂，很震撼，
演奏起来令人心潮澎湃。”了
解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后，钟
嘉仪对她们充满好奇，她希
望有一天能够到红色娘子军
成立的地方看看，“在那样艰
难的年代，这些女孩子们那
么勇敢，那么坚强，实在令人
敬佩。”钟嘉仪说。

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立52年来，弘扬
红色娘子军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符畅

全国劳模陈徽娥：听党话跟党走，做人民满意的公仆 琼海市阳江镇镇长王琼：
将红色娘子军诞生地建设成美丽乡村

琼海市妇联主席冯玉：将开设琼花传习所，让娘子军精神走向全国 “95后”讲解员王惠：
将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琼海将举办系列活动
纪念红色娘子军
成立90周年

今年是红色娘子军成立90周年。2014年4月，
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卢业香老人离世，这支传奇队
伍已然谢幕。可时至今日，我们真切感受到，她们从
不曾离去——

你看，沿着清澈的万泉河一路追寻，烈日下，密
林间，遍布着她们昔日战斗的足迹；

你听，那首《红色娘子军军歌》依旧令无数人心
潮澎湃，当“万泉河水清又清”的旋律响起，还是有许
多人不禁哼唱；

你看，昔日红色娘子军练操场上，仍有一支女子
军队伍——“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正在认真训练，每
个月她们都会到这里定期训练，身着军装、手持步
枪，向人们展示当代红色娘子军风采。

“红色娘子军”不曾离去

1970年，蔡兴莲开始担任红色
娘子军民兵连的第二任连长，“我
们以红色娘子军为标杆，哪里有困
难，我们就到哪里去。”红色娘子军
民兵连成立后，秉承着娘子军“飒
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妆爱武装”
的特点，一边生产一边训练，以红
色娘子军革命精神武装队伍，生产
是能手，训练是标兵，成为阳江镇
乃至琼海县各大宗水利建设、农田
大整治、科技兴农、抗风救灾以及
治安维稳等工作的突击队、爆破队

和宣传队。
“坚守初心，勇担使命，这是红

色娘子军民兵连成立 52年来的信
仰。”蔡兴莲说，虽然老一辈红色娘
子军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她们的精
神时刻鼓舞着我们，影响了一代又
一代人。接下来，红色娘子军民兵
连把传承和弘扬红色娘子军精神
作为责任和义务，学习红色娘子军
紧跟党走，不怕辛苦、不怕牺牲的
精神，“她们的故事始终激励着民
兵连勇往直前”。

首批成员由百名娘子军后人组成

“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到哪里去”

阳江镇红色村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展览馆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广州市青年文化宫管弦乐团指挥罗中允带学生排练乐曲

阳江镇红色村，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正在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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