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我的的红红色色之之旅旅
� � � �正值清明节， 和煦的暖阳将一切都镀上
了金黄色，这一天，我和家人一起回老竹乡下
踏青。

镇口的老槐树依旧屹立在桥头， 树上垂
挂着一簌簌白色的花带， 在微风的吹拂下落
进大地的怀抱。 它宽大的躯干横卧在潺潺的
溪流畔。 几十年过去了，历经岁月沧桑的老槐
树，静静地倾听着岁月流转的齿轮声。 我躲在
它的阴凉里， 静听这位几十年前战争亲历者
的诉说。

老竹是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 这座群山
环绕的小镇在几十年前遭受了炮弹的洗礼，
日寇在这片本应静谧安详的小镇上烧杀抢
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 为了捍卫脚下
的土地，也为了守护一方百姓，生活在处州大
地上的英勇志士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与
侵略者抗战到底！ 枪炮声不绝于耳，一个个英
勇的身影壮烈地倒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何
须马革裹尸还！ ”当年硝烟弥漫的大地如今又
焕发出新的生机。

岁月抹平不了这刻骨铭心的伤疤， 我们
不会遗忘这段先烈们用鲜血铸就的历史。 在

老竹革命根据地， 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一
侧坐落着一座红色纪念馆。 在矗立着的革命烈
士纪念碑前， 我放上了一朵白花表示悼念后，
前往红色纪念馆。

纪念馆中的玻璃柜里展示着各式各样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物：锈迹斑斑的大刀，已经
无法再上战场的老枪以及褪得看不到颜色的
热水壶，无不渗透着历史与战争的气息。 革命
先烈生前的照片挂在墙上，那一张张鲜活年轻
的面孔，让吊唁者恍惚间觉得他们还在。 是啊，
他们的红色精神永远不会随着他们生命的消
逝而逝去，长留岁月山河中的他们，必将长留
于炎黄子孙的血液中！

离开了老竹，我的心还是难以平静。 我望
着手中的那条红领巾，那一抹耀眼的红色已深
深烙印在我的心头， 不是岁月所能抹去的，而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践行红色革命精神，好好
学习、好好工作，让家乡的青山绿水间开满鲜
花！

莲都区花园中学 808 班 郑童彤
指导老师 潘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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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原星火，穿透岁月
� � � �春节的时候，回了一趟老家。 坐在车里，
安静而泛青的溪流一路跟随着我， 两岸是棕
色的岩石，伴着点点绿色的生机。 沿着弯弯曲
曲的宣平溪，翻过几个高高的山坡，一条大路
分成了两个岔口，再开几公里，就是我的先辈
们生活过的村落了。 村里还是老样子，一株株
大树正在抽发新芽， 几位老人正在门前惬意
地坐着， 还有每家每户门外那红红的对联与
鞭炮屑，迎着冬日中的暖阳，这便是我每次回
乡看到的全部了。 一座乡贤馆最近落成了，我
们饶有兴致地走上二楼，向窗外看去，风景格
外开阔， 棕灰色的田野与湛蓝色的天际尽收
眼底。 回过头，几个人正聊着天，墙上则陈列
着古往今来乡贤们的一幅幅图片。

顺着爷爷的手，我向那边望去，太爷爷的
照片赫然摆在了墙上。 熟悉的面容之下，却是
一件件不熟悉的事迹。 我站在那儿，仔细地看
去：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承担着丽、宣、武边区
的医疗重任， 不顾个人安危为游击队员送医
送药， 为党的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爷爷在
闲暇的时候，不时会说起过往的时光。 我知道
太爷爷是一个和蔼的老人， 是一个技术高超
的医生， 却不曾了解他和浙西南革命斗争史
有着这么密切的关系。

宣平溪如一面镜子，一路静静流淌着，映
出山间唯美的风景。 爷爷在车上跟我讲了些
历史故事，他的语调平静，但我总觉得话语间
能涌出波澜：太爷爷如何与革命烈士王桂五、
丽水第一任县长张之清等人结下深厚的友

谊；如何在敌人的包围圈里，镇定地抢救胸部
中弹的游击队员；如何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开
颅手术，救治根据地的负责人……这些只在书
中看到过的情节，有些难以置信，却那样真实
地发生在我太爷爷的身上，发生在这偏远的浙
西南革命老区。

灰色的新房，宁静的山间。 路上的农民安
详地晒着太阳，几户人家正把被子从屋里抱出
来，大家都在忙碌着，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 可
我还是忍不住回想起一个月前，入团仪式上参
观过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仿佛看到了
那个不怎么遥远的年代，可怕的重重暗影遮住
了天空。 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革命
火种在浙西南的大地上一户一户地传递，星星
之火一寸一寸地照亮了黑色的天空，军民与敌
人斗智斗勇，虽然许许多多的人再也回不了家
……好在红色的旗帜高高飘扬，飘扬在这绿水
青山之间，飘扬在这祖国的大地之上。

经过数十年的岁月，青色的宣平溪仍静默
地流淌着。 今年，我将踏入高中的校门，开启一
个新阶段，再过几个月祖国也将迎来七十周年
华诞，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我不想辜负这大好
时光，我要奋发学习，因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
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

小溪无声地流着，似乎穿透了时间，把那
红色星星之火的精神，带出了曾经，激励了现
在，更承接了未来。

莲都区处州中学 910 班 林奕辰
指导老师 曾晓霞

� � � �一些中学生在写以浙西南革命精神为主题的征文或作文中，难免会采用身边熟悉的革命
故事。因为经常会听父辈们提起，自然觉得耳熟能详。身边的老人讲革命故事由于受时间和记
忆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 所以我们把故事写进作文时，就不能照单全收，要多去查看
一些历史书籍，要学会严谨对待，有选择的引用。

我看见了……
� � � �我看见浩荡的灰白色历史长河中的他，昂首挺胸，傲
骨铮铮，着一身青白色长衫，套一破旧黑布鞋，在岁月中
静静凝望着我；我看见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被枪林弹雨
围困着的他，双手紧握成拳，目眶欲裂，失望而不绝望，即
便是遍体鳞伤，血流不止，仍挺直了胸膛，仰天高呼“共产
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越过了历史汹涌的河流，在我耳
边激荡，回旋。

他，是陈觉。 1917 年 6 月，一个婴儿在缙云雅亭村的
一户农家呱呱坠地， 开始了他短暂却又光荣的共产党员
的一生。 他利用所学的所有知识，投身于抗日救亡，党支
部建立，革命根据地开辟等艰苦工作中。 最终，却在那个
寂静秋日的下午， 随着一声尖锐的枪响， 永远地闭上了
眼，倒在了冰冷的大地上，一个 31 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
消逝了。

回望浙西南革命的漫漫征程， 涌现出了多少个像陈
觉这样伟大的共产党员，栗裕、刘英、潘香凤……无论胜
利与失败，顺境或逆境，他们都保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念，
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用鲜血与汗水，割开阻隔他们
的丛丛荆棘，用伤痕累累的躯体，一步步走出共产主义的
未来，新中国的希望。 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
现在美好和谐的幸福生活。

时代在变迁，历史在成长，社会在进步。 今年是 2019
年，也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我看见当年的祖国，抖落
了满身历史的尘埃，屹立在东方，面向全世界，发出了独
属于他的怒吼：“中国站起来了！ 中国站起来了！ ”

我看见国人改容换貌， 洗去了过往的污垢， 昂首挺
胸，精神抖擞，扬帆起航，砥砺前行，奋发图强。 每个人都
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苦干，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做出一
项又一项的惊人壮举， 一次又一次刷新了世界对中国人
的看法。

在新中国成立的 70 年以来，我的家乡缙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看见低矮破旧的房屋荡然无存，一幢幢高楼
拔地而起；我看见人民安居乐业，衣着整洁靓丽；我看见昔
日陡峭的山路铺上了坚固的水泥， 汹涌的河水上架起了一
座座大桥；我看见了人们脸上真挚又幸福的笑容。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时间千回百转，终究慢慢淡去，
不变的是那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

工厂中，工人们正为产品最后一道工序进行加工，汗
水模糊了他们的双眼，他们抬起衣袖胡乱一抹，又重新投
入到工作中去。为的就是责任和信任。这一份信任里难道
不是一种革命精神吗？

学校里，琅琅书声在耳畔回响。 金黄色的阳光被教室
的窗棂切割成规律的形状， 洒落在堆满考试复习资料的
课桌上， 白衬衣在风扇的吹动下随着翻飞的试卷和书页
不安分地鼓动着。 青春少年，从不气馁，从不服输。 这，难
道不是一种革命精神吗？

浙西南革命的血泪史已成了过去， 但那份精神仍在
我们心中熠熠生辉。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传承并发扬这种
精神，我们责无旁贷。

恰泱泱大国，我中华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
方遒！

缙云县实验中学八（2）班 陈柳烨
指导老师 江一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