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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系列报道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

让抗大精神走出太行山
河北日报记者 尹翠莉

对话河北好人

好人名片：张卫红，1968 年

出生，邢台市泉东办事处金秋乐

团团长。4年来，她带领自己创

办的金秋乐团，联合邢台市的文

艺爱好者走进敬老院、贫困山

区、革命老区，开展了百余场文

化惠民演出，为广大群众带去温

暖和欢乐，得到社会广泛好评。

今年先后被评为“河北好人”和

“中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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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平民家风
口述/孙静 执笔/孙秀群

坚定理想信念 传承良好家风
口述/邓湛芦 执笔/赵丽梅

起伏的群山、静谧的湖泊、古朴的村
庄、潺潺的溪流、层叠的农田……驱车沿
抗大路蜿蜒前行，驶入邢台市信都区浆水
镇，车窗外是一幅风光旖旎的生态美景。

1940 年 11 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
学（以下简称“抗大”）总校辗转迁至邢台
浆水镇一带，校部办公地点设在前南峪
村，一直到1943年1月才重返延安，历时
两年零三个月。

广大干部、学员肩负着抗日救国、民
族解放的使命，在这里学习、劳动、战斗，
谱写出一曲曲壮丽的乐章。如今，这一红
色基因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充满激情的
土地。

太行深处铸熔炉

登上抗大陈列馆前的108级台阶，走
进宽阔的展览大厅，一张张黑白照片、一
件件实物，让人们仿佛穿越到那个战火纷
飞、激情燃烧的岁月。

“抗大的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
学，1937年1月，红军随党中央、中央军委
移驻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
学。”抗大陈列馆工作人员张丽超介绍，党
的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并确立了敌后游击
战争的战略地位，决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
在敌后和战区。抗大总校就是在这种形
势下，奉命迁到邢台浆水镇一带办学。

站在陈列馆的窗前远眺，张丽超说，
这里当年方圆1公里内都是农家，五千余
名师生分散在附近几十个村庄里驻防，

“家家住学员，户户是房东”。
在此期间，抗大开始了正规化建设，

先后培养了六、七、八共三期学员，还指导
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创办分校十余所，培
养了二十余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

抗大在浆水期间，正处于抗日战争最
艰苦的阶段。为解决吃饭烧柴的困难，抗
大经常组织教学员开荒种地挖野菜。由
于条件不好，学员们甚至连鞋都穿不上，
包括教育长何长工，平时出行也是赤脚。

生活环境艰苦，学习条件更简陋。在
陈列馆旁边的前南峪1号生态经济沟的
半山腰上，有一处遗存的抗大课堂，就是
几棵大树下一排排石板。没有教室、礼
堂、桌椅，学员们就在麦场、河畔和树荫下
上课，在猪圈、牛圈里学习。没有钢笔，就
把子弹壳、敌人用过的罐头筒铁皮磨尖当
笔用。

抗大挺进华北敌后办学，培训了成千
上万的优秀军政干部，他们成为抗日人民
军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骨干力量。因此，
侵华日军把抗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42年5月，侵华日军四路合击前南
峪抗大总校。抗大学员配合八路军主力
部队，开展麻雀战，歼敌1.7万余人，彻底
粉碎了日寇的“拉网扫荡”。

即便是面对如此残酷的斗争，抗大学
员在反“扫荡”之前总是先掩护群众安全
转移，反“扫荡”之后总是先帮助群众修缮
房屋。

抗大教职学员们缺吃少穿，就从百里
外往回背粮食吃，到很远的深山往回背
柴。曾有老乡问：“为啥不去近点的山上
砍柴？”学员说：“近山的路好走，也相对安
全，这里的柴火留给村里的百姓吧。”

当时浆水疟疾、天花、疥疮等传染病
流行严重，在药品十分短缺的情况下，抗
大还组织医务人员为群众看病，专门从卫
生处抽出一名助产人员为各村产妇进行
新法接生。

抗大对乡亲一片深情，乡亲把抗大视
为亲人。

前南峪村广场有一座抗大纪念碑，是
1986年由原邢台县（现信都区）村民自愿
筹资兴建的。在前南峪人眼里，这是一方
崇敬之地。收获季节，用地再紧张也不会
用作打麦和晾晒场；雪落时分，这里最先
打扫得干干净净。

“今年我们积极参与了党史理论公益
宣讲活动，每次讲解，对于我来说都是一
次精神洗礼。”张丽超说，从梳理整理史料
中，她感受到了抗大学员的人生理想和家
国情怀，加深了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以及初心的理解。

革命薪火代代传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
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
我们自己来担承……”5月30日，伴随着
雄壮嘹亮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邢台市关
工委 50 名“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
家、老教师、老模范）”代表与50名青少年
代表手拉手，徒步从浆水镇游客集散中心

走向抗大陈列馆。
当日，邢台市“大手拉小手，重走抗大

路”党史学习教育启幕，通过重走抗大路、
唱抗大校歌、讲抗大故事、观抗大陈列馆
等一系列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知党史、
感党恩、跟党走。

抗大精神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和
未来。

“‘让革命熔炉的火焰代代相传’，是
齐心老妈妈代表抗大老学员为陈列馆的
题词，也是对我们的叮咛，我们要按她的
嘱托，传好这个接力棒。”抗大陈列馆馆长
杨树庄重地说。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学习
抗大精神，抗大陈列馆在每个重要节日、
纪念日，都主动策划活动，发动周边群众
参加。

几年下来，抗大陈列馆的影响力逐渐
变大，不少曾经的抗大学员和学员后代来
到这里“寻根”。看到曾经风华正茂的青
年成为耄耋老人，杨树产生了“抢救性”采
访、让老人口述历史的想法。

“战争年代，抗大培养出来的军政干
部像火种一样到全国各地当先锋。如今，
抗大精神也要沿着抗大路走出革命老区，
走出太行山。”杨树说。

为“抢救性”深挖细掘抗大史料，陈列
馆从 2016 年开始，组成精干的采访小分
队，辗转北京、上海、江苏、湖北、辽宁等
地，行程数万公里，采访了多位抗大老学
员以及本地老党员、老房东，拍摄视频资
料七十多小时，整理珍贵的口述史料近百
万字。

“除了前南峪，其周边不少村庄都有

抗大旧址。”杨树介绍，经过调研、考证，从
2020年4月开始，他们重点围绕安庄村、
寨上村、八里丈村、西坪村等九个抗大旧
址村，推动实施抗大红色文化共建共享工
程。各个抗大旧址村设计闭环式的观瞻
线路，彼此互通，串珠成链。

邢台市信都区为此专门成立了红色文
化（抗大）管理委员会，组织相关区直部门
和乡镇精准包联，加大抗大旧址点位打造
力度。如今，以前南峪为中心并逐步向周
边村庄延伸的抗大纪念场馆和遗迹建筑
群，形成了全方位的红色文化教育格局。

“抗大总部在这里驻扎过，抗大精神
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天林自豪地说。

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前南峪村干部
群众植树造林、修地造田、兴修水利、兴办
工厂，每年有 300 天以上的时间上山劳
动，终于使昔日的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

现 如 今 ，前 南 峪 植 被 覆 盖 率 达
94.6%，林木覆盖率90.7%，被誉为太行山
最绿的地方。优良的生态环境带给前南
峪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有金钱买不
来的幸福指数。

富起来的前南峪人民，更加注重对抗
大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他们在南山坡上建成了滕代远、何长
工故居，在陈列馆前建设大型广场，还建
有抗大花园、拱桥和喷水池。拱桥直接从
广场通到抗大陈列馆，取名“瞻红桥”。

“无论村里怎么搞建设，抗大遗址将
永远保留。”郭天林说，这些被岁月浸润过
的“红色记忆”，见证着前南峪“红色”与

“绿色”之间，一直延续着的抗大精神。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夜半三更天哟盼天明，寒冬
腊月哟盼春风……”每周一、三、五下
午邢台市泉东办事处金秋乐团都会在
达活泉公园排练，围观的群众也跟着
齐声合唱这些脍炙人口的红歌，嘹亮
的歌声在公园里回荡。

记者：金秋乐团是一个什么样的
乐团，您当初为什么要组建这样一个
乐团？

张卫红：取名“金秋乐团”的寓意
就是以“金色”年龄铸就“金色爱心”，
用艺术传递爱的正能量。乐团成员都
是各行各业爱好弹唱的退休职工，平
均年龄57岁，大部分都是党员，我们都
热衷于做公益，对传播红色文化乐此
不疲。金秋乐团不仅是一个表演乐团
还是个公益组织，我们还开展志愿
服务。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退休后为了
丰富生活，便和几个有着共同爱好的
伙伴在公园弹唱红色歌曲、教市民唱
歌。尊老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2017年，一次排练结束后和伙伴
闲聊，提起一些敬老院的老人可能更
需要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于是我们成
立了乐团，将舞台“搬进”市内的各个
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温暖和欢乐。

起初，乐团成员只有几个人，我们
在广场上排练演出时，就会吸引有兴
趣 的 群 众 加 入 ，现 在 成 员 已 经 50
多人。

记者：在惠民演出方面，您都组织
了哪些有特色的活动？

张卫红：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我
们金秋乐团先后走进爱晚红枫敬老
院、民政局荣军休养院、康怡敬老院等
地慰问演出，每每演出中看到老人眼
眶里含着激动的热泪，就更加坚定了
我们做公益演出的决心。

为了进一步提高演出质量，我主
动联系了邢台市民族乐团、飞鹰舞蹈
队等一些优秀的团队和文艺爱好者
共同为惠民演出事业贡献力量。目
前，在金秋乐团的基础上我们各个团
队一起组建了近千人的金秋艺术团，
演出形式涵盖了演唱、舞蹈、三句半、
走秀、小品等。随着队伍的不断壮
大，除了敬老院和休养院，我们还走
进贫困山区和革命老区，走到基层百
姓中间，将红色文化和正能量带给千
家万户。

达活泉公园庆祝建党 100 周年文
艺汇演、万达广场庆祝建党100周年文
艺汇演……无论在什么地方演出，我
们都用同样的专业水准和表演水平演

绎给每一个需要的人。
记者：乐团成立 4 年以来，您遇到

过什么困难吗？
张卫红：乐团刚开始成立做公益

演出的时候确实不容易。当时乐团人
力、物力都比较匮乏，举办一场演出所
要用到的歌片、音响、服装以及其他道
具都是大家自掏腰包置办的。没有货
车，副团长兼乐队队长王麦来就主动
将自家电三轮贡献出来，拉着满满当
当一车物料去演出。

乐团不仅没有经费也没有正式的
排练室，天气不好但又碰上有演出任
务的时候，我们只能在社区里一间简
陋的房间排练，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
调，为了演出质量，大家都毫无怨言、
积极排练。

一人唱一首歌很简单，但合唱就
完全不一样了，合唱是需要所有人共
同努力合作的一项表演。好多成员都
是慕名加入的，没有专业基础，我们只
能一句一句地对他们进行教学，从站
姿、面部表情到每个人的声音都要进
行指导，将最好的效果发挥出来。

今年 7 月下旬以来，为了防控疫
情、减少聚集，没有组织演出。等形势
缓和些，我们还会继续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为大家送去丰盛的文化大餐。

邢台市泉东办事处金秋乐团团长张卫红

以“金色”年龄铸就“金色爱心”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扶贫帮困、疫情防控、护
学活动……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铁北路街道铁道北社
区坚持以“为人民服务、创建和谐社区”为主题，每年组
织开展50余次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曾获“河北
省志愿服务示范社区”称号，今年3月被评为全国“最
美志愿服务社区”。

铁道北社区2012年建成，共有党员361人。该社区
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张爱洁介绍，社区通过完善
组织架构，规范志愿者招募注册和管理、培训、服务记
录等各项制度以及创新工作模式，带动更多社区居民
参与到志愿活动中来，现有注册志愿者1537名，占社
区常住人口的15%。

网格化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一个重要手段，铁道北社区创新志愿服务工作模式，通
过网格化管理服务群众。在鹰手营子矿区开展的“千名
干部进万家，服务群众面对面”活动中，铁道北社区按
居住地划分成8个网格，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各网
格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推行社区志愿服务群众网格化
工作。

社区不仅成立了“网格说事”惠民服务队、爱心护学
志愿服务队、爱心互助志愿服务队等各具特色的志愿服
务队，还形成了“老百姓点单—社区网格统单、制单、派
单—志愿者接单—老百姓评单”的工作模式，用实际行
动为社区居民服务，有效架起党群、干群连心桥。

此外，社区不断完善组织架构，引导志愿者参与社
区治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社区和网格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共有1000余名社区居民自发加入志
愿服务队，网格成员、小区楼长、巡护员、退休老党员、
大学生等社区志愿者发挥各自所长，有序参与到疫情
防控的卡口值守、入户排查、代买日常用品等各种志愿
服务活动中。

对独居、留守、生活困难老人进行登记，作为重点
志愿服务对象，定期为老人代购生活用品、送医送药，
清扫卫生；成立爱心护学岗，守护上学、放学路上的孩
子；把辖区内双职工家庭、贫困家庭孩子和留守儿童
30余人组织起来成立“四点半课堂”，由有教育资质的
志愿者负责管理，每天中午晚上免费接送并辅导功
课……近年来，社区还根据各网格自身优势和辖区居
民的生活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帮民
困、解民忧，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服务。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之家。父亲
是一名老红军，革命了一辈子，奋斗
了一辈子，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目标作为“传
家宝”给了我，让我受用一生。

面对成绩，父亲总是很淡然。
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他说：“我经
历过战火，与那些倒下去的战友
相比，已经非常幸运了，什么军衔
不重要。”面对荣誉，父亲却视若
珍宝，每天都会将获得的勋章进
行擦拭，这是他作为一名军人的
最高荣誉，也是他最值得骄傲的
事情。

从小耳濡目染，我深知先辈们
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多么来之
不易，幼时便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红
色的种子，立志要接过父亲手中的
接力棒，将革命薪火代代相传。1969
年，我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军人，初入
军营，我奋勇争先，然而却在一次部
队的五好战士评选中落选，这件事
令我很是沮丧。父亲得知此事后，写
信叮嘱我要时刻保持信念不动摇，
不能被一时的功名所困扰，这样才

能在思想上有更大的收获，取得更
加长足的进步。在父亲的教导下，我
重振信心，不断努力。1973年，在第
四军医大学实习期间光荣地加入中
国共产党。

入伍 40 多年，无论是当医生，
还是在管理岗位，我处处以共产党
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担任院长期间，我坚持廉洁自
律，不做政绩工程，不为不当利益所
动；无论在职还是退休之后，我都不
计较个人得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些年，我先后荣立四次三等
功，并获得原北京军区“优秀医院主
官”“三八红旗手”，中央军委保健局

“为部队服务先进个人”等荣誉称
号。

良好家风需传承，我一定会努
力用实际行动让革命薪火代代相
传、生生不息。

（邓湛芦系秦皇岛市军队离休
退休干部第三休养所军休干部 赵
丽梅系秦皇岛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第三休养所所长）

我是邯郸市复兴区庞村街道办
事处的一名科员，出生于一个红色
革命家庭。我的姥爷叫高世勋，曾参
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姥爷英勇奋战、百折不挠的革
命精神始终激励着我，留下来的艰
苦朴素、廉洁自律的平民家风影响
着我。

姥爷去年离世，享年 92 岁。他
当年英勇杀敌的革命故事让我印象
深刻。1943 年，年仅 15 岁的姥爷参
加了八路军。因为表现突出，部队领
导把他选进野战队，成为一名重机
枪手。有一次，在战场上，他为了保
护战友，被炮弹当场轰聋一只耳朵，
另一只耳朵也因此患上重度中耳
炎。1947 年，他跟随刘邓大军挺进
大别山，双脚穿着草鞋行程千里。
1952年，24岁的姥爷又参加了抗美
援朝战争，经历了炮火纷飞、几十天
粮尽水绝的生死考验。

新中国成立后，姥爷随部队去
了新疆。为保卫祖国安全，他在地下
修工事、挖地道，患上了矽肺病，导
致六级伤残。1979 年他转业到邯
郸，任煤炭局副局长，直至离休。

历经艰苦岁月，姥爷始终保持
着一名老红军的本色，保持着艰苦
朴素的作风，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
并时常跟我们念叨，不能因为生活
条件好了就随便浪费。

在家里，姥爷把平常洗脸、洗菜
的水倒进一个专门的桶里储存起
来，用于擦地板、冲厕所等。吃饭时，
姥爷教育我们不能浪费粮食，饭菜
尽量一顿吃完。“那些死去的战友没
有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我比他们
幸福太多了，所以一定要珍惜现在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姥爷常常告
诫我们，知识就是命运，落后就要挨
打，一定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历经坎坷艰辛，从革命战火中
一路走来的姥爷从不搞特权。那个
年代看场电影特别难，我们几个小
朋友有时偷偷混进部队去看电影。
父亲知道后狠狠地训斥我，说丢了
军人的脸，让我面壁思过。小时候，
妈妈告诉我，我们都要谨记姥爷的
教诲，要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人生价
值。妈妈曾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把光荣传统发扬好，把红色的

接力棒传承好。我愿从先辈手中接
过红色接力棒，将红色精神薪火相
传。在校园里，我努力学习，奋力追
赶他们的脚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工作中，我
把街道当成家一样去守护，为居民
排忧解难，受到居民的一致好评。

（孙静工作单位系邯郸市复兴
区庞村街道办事处 孙秀群系邯郸
日报社记者）

邢台市泉东办事处金秋乐团团长
张卫红。 受访者供图

抗大陈列馆讲解员来到周边村庄抗大旧址前为游客讲解抗大历史。 河北日报通讯员 范畑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