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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园·作文

� � � �历经时光流逝、岁月沉淀，“浙西南革命精神”已成为激励丽水人民坚定理想信念、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弘
扬和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是为“丽水之干”服务的“注魂工程”“赋能工程”和“立根工程”。 什么是浙西南革命精神？
它在当代中学生心里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们不妨来读一读三位中学生笔下对浙西南革命精神的理解和认识。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读《浙西南革命精神学习读本》有感

� � � �《浙西南革命精神学习读本》，这是一本值得所
有丽水青年，特别是我们高中生去阅读、去了解的书。

它关注的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中有饱读
诗书的城市青年、有目不识丁的农村小伙，他们中有
的稍年长我们几岁、 有的甚至跟我们同龄……他们
都有一个平凡又神圣的名字———革命战士。

回忆像一卷录像带， 被时间剥蚀得只剩下黑
白幻影里淡薄的只言片语和一个个放慢了无数遍
的镜头， 然而这一段血泪交加的艰难过往和被反
复砥砺打磨的革命精神， 却被时光冲洗得熠熠闪
光，引人回望。

《浙西南革命精神学习读本》记录了从“五四”
运动至 1949 年浙西南全境解放， 横跨半个世纪。
透过朴实无华的文字， 我猝不及防地被带入到那
个跌宕起伏的锋火浙西南。

1927 年 1 月, 浙西南第一个党支部在遂昌泉
湖寺建立，播下第一颗革命火种。 1935 年，时年 28
岁的粟裕率领 500 多个青年战士， 挺进浙西南开
创游击根据地，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处州大地一
批土生土长的青年、 少年， 他们积极投身革命运
动，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终于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
义战士……

品读《浙西南革命精神学习读本》，正如品读
人生。 青春只有一次，如何度过这段时光、铸就精
彩人生， 每一代青年心头都有一个问号。 遥望当
年，一群青年志士为了追求主义之真、实现理想之
美，播洒革命火种，点燃浙西南熊熊革命之火。

无理想，不青春。 青年之于国家，如初春、如朝
阳，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 当年红军挺进师穿行于丽水深山密林，天
当房、地当床，野菜当干粮，虽多次陷入绝境，但凭
着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历尽百
难而苦炼成钢。 青年理想承载国家理想，青年力量
体现国家力量，“丽水之干”呼唤青年要有新作为。

如果是一朵鲜花，就要吐露芬芳；如果是一滴露珠，
就要滋养生命。

作家柳青曾说：“人生之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
只有几步，尤其当人年轻的时候。 ”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怎么扣，我们高中生的第一步怎么走，决定着
一个人能否走好一生的路，同时也是每一代青年都
必须答的“必答题”。

无活力，不青春。 青春的活力意味着勇往直前、
奔向希望、拥抱梦想。 刘英在参加革命时曾写过一
首五言诗：“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献革命，
决然不返顾”。 在千难万险、艰苦卓绝的环境下，面
对国民党的重兵把守， 挺进师战士历经了竹口战
斗、斋郎战斗等 300 余场战役，用一次次胜利粉碎
了敌人的疯狂围剿。

青春之活力升华于困难挫折。 升入高中后，我
们学习压力更大、任务更重，经常被知识的“拦路
虎”折磨得心力交瘁。 但我们知道，成功从来都不会
一帆风顺。 爱迪生失败了上万次发明了钨丝电灯，
居里夫人工作 4 年才从 8 吨小山一样的矿渣中提
炼出了 1 克镭。 每一次跌倒之后重新站起的你，都
将比以前更强大。

无奋斗，不青春。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从遂昌第
一个党支部，到闽浙边游击根据地，从奔赴广州报
考黄埔军校， 到建立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
队，浙西南青年人一路奔波，艰苦奋斗，为理想不断
前行。 作为新时代的高中生，我们更要一步一个脚
印，只有这样才能抵达诗和远方。

以梦为马，诗酒趁年华；韶华易逝，追梦不负初
心。 92 年前，一群青年人承载万钧，在浙西南大地
播下了革命的火种；21 世纪的今天， 我们沿着前人
的脚印亦步亦趋， 弘扬和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让
青春在浙西南大地绽放。 让我们身负背囊，一路奋
楫前行，愿未来，山长水阔，可梦可期。

丽水中学高一（2）班 吴羽翀

昂扬革命意志 努力做个追梦人
———站在烈士墓前想到的

� � � �今年的清明节，我们来到了烈士陵园。 伫立于
灰白的墓碑前，红云扰动，烈日灼心，我的双眼久
久地凝视着碑身上“革命烈士墓”的几个血红大字
上。 右臂并首，念念有词……贮立在烈士墓前，那
个满腔热血手握炽热火种的时代仿佛就在眼前。

春华秋实， 古老而又年轻的丽水已经在新时
代的浩荡东风之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渐次
分明的市区绿化在一片春光中陆续展开； 铺陈迭
代的智能“尖端科技” 月新日异地渗透着各个领
域； 基础设施在一日又一日的劳作下不断翻篇显
现；旷日长久的田园生活也不为闲谈，新清悦目的
旅游元素很好地协调着地方产业结构。“秀山丽
水，养生福地”的大目标亦不再遥远。

丽水大地上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奋发图强践
行“两山”理念的绿色发展道路，以“丽水之干”担
纲“丽水之赞”，为发展丽水谱写着崭新的篇章。

丽水能有如此之大的转变， 有这样值得被群
众所无尽期盼的前途，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
代，历史已给出了暗示。 约有 1500 多名革命先辈
为民族独立、为人民谋幸福，他们将热血洒在了这
片红色的土地上。 那段辉煌的苦难岁月，让我们深

刻地认识到，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
永远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一部浙西南革命史，
就是一部不畏艰险、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壮怀史，
一部波澜壮阔、扬眉吐气、气吞山河的胜利史。

生长在浙西南热土地上的后辈，我们理应拾起
前辈们未达成的夙愿。 我们应当以一个奋进者的姿
态，以屹立不倒的气魄，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韧
劲，为丽水飞跃发展的未来，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彰显出实干者应有的担当。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当从学习“浙
西南革命精神”中汲取信仰的磅礴伟力，要以“始终
坚定理想信念” 作为加强自身精神修养为学习课
题，以吸收不畏艰险、毅然挺进的前进动能，以迎难
而上、攻坚克难的勇气，坚定不移地创新实践“丽水
之干”，不断开辟新时代“丽水”的新发展新境界。

瞻仰伟大墓碑的同时，我们也应当以“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坚定态度，拿出“乱云飞渡仍从容”的
定力，自觉的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实践者， 努力向前，
作一个追梦人，一步一个脚印，砥砺前行。

云和中学高一（1）班 魏宇

革命精神永不过时
———听爷爷讲太爷爷的故事

� � � �中国自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就有拼命硬干的人， 就有舍身求法的人，
他们是祖国的脊梁。这是鲁迅先生所说的
一句话，他也曾经说过，时代在变迁，社会
在进步……2019 年是我们新中国七十周
年的诞辰，在这七十年中，新中国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2019 年，是我们新中国七十周年的诞
辰，时代虽然在变迁，但流在浙西南热土
上的红色血液和红色精神也一直铭记在
我们的心头……

郑明德、 刘英……一个个令人熟悉，
令人敬畏的名字，他们用青春热血换来了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什么精神让他们抛头
颅、洒热血都不怕呢？我想，应该是革命精
神，一种艰苦奋斗，敢闯新路的精神。我认
为革命精神是永不过时， 永不落伍的，不
论峰火岁月还是和平年代，都值得我们去
铭记和弘扬。

我常听爷爷提起太爷爷的事，太爷爷
是一位党员， 他二十五岁就参加了共产
党，受全村人的爱戴，他勇敢、自信，爱党
爱国，但是在一次意外中，他走了，只留下
了太奶奶和爷爷。

爷爷每当说起这事， 眼睛总闪着泪
花。爷爷说，那天，四五个日本兵到村子里
抢村民们的粮食， 太爷爷为了保护全村
人，和日本兵打起来，并在一条湍急的河
流中与他们同归于尽了。

太爷爷去世后，家门上就订上了一个
红牌，上面写着“光荣家庭”，这块牌象征
着太爷爷为全村人做的贡献，也体现了太
爷爷的精神———不畏生死，舍己为人的精
神。这不正是革命精神吗？每到清明节，我
和爷爷都要带一块红布，放在太爷爷的墓
前，因为我们想告诉太爷爷，我们的爱国
情怀和对他的敬爱。 在太爷爷的墓前，我
不止一次在心里对他说：“太爷爷，我一定
会继承这种革命精神，弘扬革命精神。 ”

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精神不可灭。伟
大的祖国，我们因您而自豪！多年之后，我
想您会因我们而更加辉煌！

莲都区天宁中学 812 班 李欣媛
指导老师 尹颖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