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
迹， 尽管时隔87年， 但伟大的长
征精神， 却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
披荆斩棘， 去夺取一个又一个的
胜利。 《再走长征路》 以浓墨重
彩的华笔， 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
步履， 一路追寻一个个动人的红
色故事， 让长征精神跨迈时空，
代代相传。

1934年10月， 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后， 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
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 被迫实行
战略性转移。 经过两年的浴血奋
战， 1936年10月， 红军三大主力
胜利在陕北会师。 长征实现了北
上抗日， 摆脱敌军围剿的战略目
的， 从此， 中国革命便从胜利走
向了新的胜利。

沿着长征的道路， 人民日报
海外版的编辑记者们从江西于都
出发 ， 经福建 、 行广东 、 跨湖
南、 过广西、 越贵州、 穿重庆、
到云南、 走四川、 进湖北、 入陕
西、 涉甘肃， 最后在宁夏结束这
场红色之旅。 记者们一路跋山涉
水， 一路参观当年红军留下的历
史遗迹， 一路采访红军的后代和
当地的群众， 结合浩瀚的史料，
汇集成了这本文学性和史料性兼
备的精神读本。 全书以红军途经
的13个省、 市、 区为线索， 条分
缕析地介绍了各地的历史沿革、
地理风貌， 并将一些感人至深的

长征故事、 当地的红色景点， 逐
一呈现。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
第一次， 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
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长征
是以我们胜利， 敌人失败的结果
而告结束。”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
战略转移中， 红军共经历了大大
小小380多次的战斗， 翻越了18
座大山， 跨过了24条大河。 这群
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革命将士，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克服了
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粉碎了敌
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在鲜红的
党旗指引下， 胜利到达革命根据
地陕北。

长征， 是一段波澜壮阔的斗
争历史。 《再走长征路》 以回瞻
的笔调， 生动还原了这段可歌可
泣 的 峥 嵘 岁 月 。 突 破 湘 江 的
惊 天 呐喊 ， 通道转兵的大智大
勇， 飞夺泸定桥的舍生忘死， 翻
越岷山的三军尽开颜……红军将
士高大的身影， 不时辉映在我们
的眼前。 从红军后人和历史见证
者的讲述中， 不仅能感受到红军
与百姓血浓于水的真情， 还能够
从中找到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力
量源泉。 无论是 “半条棉被” 的
故 事 ， 还 是 决 定 中 国 前 途 与
命运的 “毛泽东小道”。 无论是
穿越人间天险夹金山， 还是过草
地时的 “七根火柴”， 一桩桩一
件 件 ， 都 在 热 切 地 颂 扬 着 红

军 的 神勇 ， 颂扬着红军的意志
如钢。

是什么支撑着这支革命的队
伍克服千难万险， 最终开辟出中
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是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
自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
命的实践相结合 ， 用 “星星之
火， 可以燎原” 的深切启悟， 在
与 各 种 敌 对 势 力 展 开 不 屈 不
挠 的 斗争中 ， 凝聚起了全民族
的磅礴伟力， 从而实现了长征的
完全胜利。 是什么支撑着红军战
士抛头颅、 洒热血， 血雨腥风里
前赴后继，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 业 敢 于 英 勇 牺 牲 ？ 是 对 党
的 无 限忠诚 ， 对人民的满腔热
爱， 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著
坚守， 让他们革命意志大于天，

用惊天地、 泣鬼神的凛然壮举，
巍然耸立起了长征史上不倒的精
神丰碑。

当前， 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 越是周围形势错综
复杂， 越是发展环境纷繁多变，
越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定力， 以
清醒的站位、 宏观的视野、 开阔
的襟怀， 涉江过滩、 攻城拔寨、
勇往直前。

今天， 我们回首这段铿锵的
历史， 就是为了再一次铭记伟大
而崇高的长征精神， 就是为了传
承英烈的风骨， 秉持他们的理想
信念，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 的历史进程中， 在践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
中， 去谱写新长征路上更加壮丽
的凯歌。

■征稿启事

“我的入党故事”
20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
无论你的党龄40年、 30年、 20
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 岁月
如 何 变 迁 ， 当 你 想 起 入 党 宣
誓的场景， 是否依然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 。 你还记得你入党时
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 ？ 你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
怎 样 的 ？ 你 是 怎 样 践 行 党 的
宗 旨 履行党员义务的呢 ？ 为展
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
担使命的生动故事， 即日起， 本
报面向全市职工开展 “我的入党
故事” 征文征集。 字数800字以
内为宜。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那就用笔
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刘昌宇

让长征精神代代传
———读《再走长征路》

家用电器的变迁
□丁维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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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永远远跟跟党党走走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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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在我幼小的记忆之中， 共产
党员就是积极向上、 努力奋进的
一批人。 我对他们充满了羡慕和
崇敬， 他们也深深影响着我： 家
庭中， 父亲用对共产党的真情实
感教育我； 学校里， 教书育人的
老师用他们对党教育事业的忠诚
激励我。 这一切， 让我在学生时
代就对党充满感情、 充满向往，
渴望早日加入党组织， 成为其中
的一员。

带着这样一份希冀和渴望，
大学期间， 我向党组织郑重地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递交入党申请
书后， 我始终以身边的优秀党员
为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 学习上
踏实勤奋， 学生工作任劳任怨。
终于， 在毕业前夕， 我通过重重
考核， 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 这
对我来说 ， 既是荣誉 ， 更是鞭
策 。 预备考察期间 ， 我积极进
取， 参加支部组织的党课学习，
从党课的学习中了解到了中国共
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 同时
也被党员先锋群体散发出的意志
品质深深感染、 激励。

2001年， 我以优异的成绩顺

利毕业，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
教师。 工作后， 我时刻以一个党
员的标准严于律己， 积极参加党
组织的各项活动： 义务献血、 为
灾区人民、 贫困教师及学生献爱
心、 参加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
活动群众游行等等。 在理论学习
方面， 更是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
求， 利用假期及课余时间， 学习
了党的理论知识， 并时刻把党的
先进思想融会贯通到实际的教育
教学工作中去， 不断提高和充实
自己。 虽然在工作中也遇到了诸
多困难， 但一想到党员应该以身
作则、 勇于奉献， 就从不叫苦叫
累， 而是迎难而上， 寻找解决问
题的方法和措施， 从而获得了不
少有益的锻炼和提高。

自从踏上三尺讲台 ， 我 就
始终奋战并坚守在教育教学第
一线 ， “优秀党员 ” “师德标
兵” 是对我的无声褒奖。 作为一
名区级骨干教师 ， 我主动承担
市、 区级展示课， 获 “创新杯”
二等奖。 所带班级班风优良、 成
绩优异。 我本人也被评为 “学
生喜爱的班主任 ” 和 “骨干班
主任”。

入党是我人生的新起点。 我

在党组织这个大熔炉里， 更加坚
定了理想信念， 更加努力勤奋地
工作 ， 更加真诚热忱地教书育
人。 到现在， 依旧忘不了， 当我
举起右手面向鲜红的旗帜宣誓入
党时神圣庄严的那一刻； 依旧忘
不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 那些为
了理想、 信念， 为了国家与民族
的未来， 历经千辛万苦， 遭受百
般磨难， 抛头颅、 洒热血的仁人
志士、 革命先驱。

三尺讲台绘春秋， 一腔热血
铸芳华。 如今， 我已是一名有着
20年党龄的老教师了， 但每每想
起入党的点点滴滴， 那些记忆不
仅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模糊，
反而愈加清晰。 今年适逢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 100年来， 共
产党从建党之初的十几名党员发
展到现在的九千多万名党员， 带
领着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 作为共产党员， 我们要有
荣誉感， 更要有使命感， 在自己
平凡的生活工作中起好模范带头
作用， 为身边的人树立好榜样、
好形象。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
衷心祝福我们的党与人民心连
心、 手牵手， 同呼吸、 共命运，
走向更加美好壮丽的明天。

可能还有人记得小品 《昨
天 今天 明天 》 中的一个桥
段 ， 女方说男方家穷得啥玩
意 儿也没有 ， 那句经典的台
词： “憋扒瞎， 当时还有一样
家用电器呢！ ———手电筒呗。”
观众们都笑了， 然而这是略带
苦涩的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人民
生活水平较低， 一般家庭还真
是只有手电筒这一样 “家用电
器 ”。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
普通人家才开始置办真正的家
用电器。 姐姐没日没夜地做手
工钩针衣， 攒下钱买了一台收
音机， 台式的， 摆放在堂屋中
堂前的条桌上， 气派得很。

1984年我家拥有了第一台
电视机， 是在大学教物理的姐
夫买零件自己组装的。 那时的
电视信号差， 外天线绑在竹竿
上固定在屋檐边， 看电视时要
不时跑出去转动天线朝向； 电
视机上的天线也要不停地调整
方向， 有时手触碰到天线图像
就清楚， 手一松就不行。 小品
里说， 干脆买二斤肉挂在天线
上 ， 省得人老站在那里怪累
的。 想想那时， 看个电视还真
是不容易。

早期的电视机是显像管
的， 俗称 “大屁股”， 十分笨
重。 没过几年时间， 家家户户
就都拥有了彩色电视， 电视内
容丰富多彩， 上百个台可供选
择。 初听人说电视机可以像画
一样挂在墙上， 我简直不敢相
信， 觉得是在痴人说梦。 然而
没过几年， 我家就有了可以挂
在墙上的液晶电视， 超高清，
画面清晰得纤毫毕现。

收拾家里老物件的时候，

发现曾经用过的 “家电罩 ”，
不由得勾起了一些回忆。 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 家里陆续添置
了一些家用电器， 那时的家用
电器都是值钱的 “大件”， 用
得很仔细， 珍惜得很。 所以，
平时不用的时候都用罩子罩起
来， 起到防尘、 保护的作用，
不仅电风扇 、 洗衣机 、 电冰
箱、 空调等大型家电， 就连电
话机也不例外。 记得我家的第
一部电话机， 底下垫着， 上面
盖着， 连听筒也裹着， 360°无
死角防护。 这也不奇怪， 收入
有限， 买件电器不容易， 所以
格外金贵。

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越来越
快， 档次也越来越高。 以前什
么家电坏了， 想办法修， 现在
干脆淘汰换新。 看看家里的洗
衣机、 冰箱和空调， 没有哪一
样是因为坏了不能用而淘汰
的。 前年搬进新居， 原来的立
式空调还都八成新， 可是新房
子装了嵌入式空调， 旧的都无
用武之地了。

过去的家用电器讲究的是
实用、 耐用； 现在追求的是新
潮时尚 、 快捷高效 。 洗件衣
服， 全自动洗衣机手不沾水，
扫地有扫地机器人 ， 全屋搞
定； 洗碗有洗碗机……如果母
亲还在世的话， 她会说现在的
日子比神仙还快活。

国家从贫穷到繁荣昌盛，
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富足，
都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 知党
恩， 跟党走， 道路会越走越宽
广， 百姓的日子也会更加美好
幸福！

■
图
片
故
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