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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情说缙情说””五老宣讲团五老宣讲团：：
让红色基因代代传让红色基因代代传

■本报记者 雷晓燕 汪峰立 通讯员 麻缤予

前段时间，离休干部黄文打电话给缙
云县委老干部局工作人员，请工作人员给
他安排一场宣讲。这位今年正好 100 岁的
历史教师，在继今年 3 月做了一场宣讲后，
期待着把百年辉煌党史告诉更多的孩子
们。

黄文是“缙情说”五老宣讲团的一员。
和他一起“沉醉”宣讲事业的“战友们”，还
有 50多人。在缙云大地上，这些老干部、老
战士、老教师、老专家和老模范秉持“忠诚、
关爱、创新、奉献”的五老精神，持续抓好革
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党史教育，致
力让红色基因代代传。

积 极 加 入 宣 讲 团 ，“70 后 、80
后、90 后”发挥余热

“80 多年前，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
验 ，我 们 党 带 领 着 红 军 进 行 了 伟 大 的 长
征。英雄的红军们，血战湘江，四渡赤水
⋯⋯长驱二万五千里，最终取得了长征的
胜利。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同
学们，作为祖国的未来，你们更要学习、弘
扬 伟 大 的 长 征 精 神 ，走 好 新 时 代 的 长 征
路。”

今年上半年，在缙云县溶溪小学校园
内，大树底下，孩子们围着一位白发苍苍的
老人，聚精会神地听他讲革命故事。而这
位神情慷慨激昂、语调铿锵有力的老人叫
刘献崇，今年 96 岁，是一位 1948 年入党的
离休干部，也是缙云县委老干部局“缙情
说”五老宣讲团的一名宣讲员。

1993 年，缙云县关工委成立了五老宣
讲团。团员们发挥余热，关注青少年思想
道德建设，致力引导人、塑造人，培养合格
的祖国接班人。

去年春天，缙云县委宣传部、团县委组
建了“缙情说”宣讲团，数十名 80 后、90 后
青年宣讲员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热心传播
党的声音，努力宣讲党的政策，宣讲新时代
新思想新成就和身边的感人故事。

80后、90后青春热血，另一群白发苍苍
的“70 后、80 后、90 后”也“不甘落后”。听
说县里成立了“缙情说”，这批“70 后、80
后、90 后”坐不住了，纷纷加入“缙情说”宣
讲团。据了解，这支五老宣讲团中，年纪最
大的 100 岁，最小的 63 岁，平均年龄 70 多
岁。

他们中，有宣讲“名嘴”、第二届浙江省
十大基层优秀宣讲员马凤兴，有参加过抗
美援朝的老战士林金山，也有热爱宣传事
业、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退休教师林祝枝
⋯⋯可谓人才济济。

“缙情说”五老宣讲团的宣讲内容，主
要围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党
史教育进行宣讲。缙云拥有丰富的红色资
源，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热土。在这里，
红色血脉赓续，红色故事流传。特别是今
年以来，宣讲团的宣讲紧扣宣讲重点主题，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县掀起新高潮。据
统计，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老团员
们先后走进全县机关、社区、农村、企业等，

围绕党史教育宣讲 80 余场，受众超过 2 万
人次。

用好用活“三字诀”，宣讲内容
真实生动受欢迎

“缙情说”五老宣讲团主要面向学生、
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
等进行宣讲。因此，宣讲方式既要“接天
线”，又要“接地气”，把大道理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在春风化雨中把红色基因种
在宣讲对象的心里、脑里。

1927 年出生的离休干部林金山，1948
年就参加了地方武工队。1953 年春天，他
成为了一名抗美援朝志愿军。60多年前战
火纷飞的一幕幕，至今他仍记得清清楚楚。

在缙云革命烈士陵园，在缙云县城水
南社区，在缙云各所中小学，他用自述方式
讲述亲身经历，歌颂共产党，赞叹今天的幸
福生活。

“1953 年，我们坐着火车进入朝鲜战
场。白天，火车停在山洞里；晚上，趁着夜
色，火车全速前进。战场上，志愿军顶着枪
林弹雨作战⋯⋯”在林金山带着浓重地方
口音的叙述中，真实的切身经历，直接把听
众震撼住了。

不同于林金山，退休教师林祝枝既能
脱稿宣讲，又能灵活运用吹拉弹唱，将理论
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的“大白话”，
让听众坐得住、听得进、记得牢。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林祝枝
利用自身的兴趣特长，采用快
板、缙云鼓词等传统文化，创
作了新鼓词《公勺公筷新
风尚》。

“三声鼓板响连天，
亲朋好友听我念。不演
小品不演戏，我把缙云鼓
词编。”竹板一打，几句鼓词
一唱，宣讲现场马上安静了下
来。

“一双私筷可入口，一双公筷
嘴莫沾。一人使用两双筷，一桌莫忘
公勺摆。”富有韵律的鼓板声中，林祝枝将
使用公筷公勺的规矩讲得明明白白、深入
人心。

缙云县委老干部局副局长马慧婉说，
宣讲团成员普遍用好“实、活、鲜”三字诀，
让宣讲直抵听众的心灵。例如宣
讲团老同志深挖素材，精心准
备宣讲内容，不断提升宣
讲吸引力、感染力，发挥
出宣讲最大的成效；在做
好传统平台宣讲的同时，运用

“互联网+”模式，在“五老”微信群、老
干部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录制微视频，编写
微党课、微故事；运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校
园内“直播”，既符合疫情防控要求，又千方
百计让宣讲活起来。

真实生动的宣讲内容，灵活有趣的宣
讲方式，令“缙情说”五老宣讲团受到了社
会各界普遍欢迎。“下半年刚一开学，宣讲

团就收到了壶镇中学和仙都中学的邀约。”
马慧婉介绍说。

怀着满腔热血，“五老”把宣讲
当成了使命

宣讲是播种机，任务就是要把爱党爱
国的种子埋进听众的脑海里。为了高质量
完成任务，“缙情说”五老宣讲团的团员们
怀着满腔热血，把宣讲当成了使命。

只要有机会宣讲，一点都不觉得累。
今年 3月 3日，缙云县紫薇小学 18名少

先队员来到百岁老人黄文家中，聆听党的
百年光辉历程。

黄文是位历史教师，尽管已是百岁高
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侃侃而谈，
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土地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讲到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
⋯⋯40 分钟里，他始终站立着给孩子们宣
讲。

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多次请老人坐着慢
慢讲，但老人还是坚持站着。他微笑着解
释说，“给孩子们上课，精神必须饱满。而
且，党的百年辉煌，讲着讲着就令人热血沸
腾，一点都不觉得累。”

只要去宣讲，出门难也不是问题。
今年清明期间，是五老宣讲团最忙碌

的时候。在缙云县革命烈士陵园，老人们
轮流上阵，给前来缅怀英烈的社会各界上

“百年潮涌忆先烈 红色精神永相传”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课，增强社会各界的历史责
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林金山家住县城大桥南路的山坡上，
从家门口到街边有几十级台阶。只要接到
宣讲任务，他就拄着拐杖，拖着动过手术的
腿，在保姆的搀扶下，艰难地一级级下台
阶。平常人 2分钟就能走完的台阶，老人需
要“挪”20分钟。

尽管出门出了一身汗，但只要一到达
烈士陵园，稍作休息，老人便精神抖擞地一
场接着一场讲。今年清明前后，他连续讲
了 20多场。

对此，他说：“我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
虽然离休在家，能为社会做点事，心里很开
心。”

⋯⋯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五老”就是

最好的榜样。
“缙情说”五老宣讲团团长、缙云县委

党校原副校长胡文良说：“党史宣讲最重要
的是用心。一次宣讲，一般是 45 分钟到 1
个小时，但准备这份宣讲稿，却要花费几倍
甚至几十倍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团员们
平时看电视、报纸时，都会把好的故事和文
章收集起来，为宣讲积累更多的素材。”

眼下，一场场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
式多样的党史宣讲在
缙云陆续开展，知
史 爱 党 、知 史
爱国的“红色
种子”正在
青 少 年 和
广大干群
心中生根
发 芽 、茁
壮成长。

宣讲团成员林祝枝以缙云鼓词等传统方式开展党史
教育宣讲。

孩子们认真聆听百岁老人黄文的红色宣讲。

抗美援朝老兵卢寿章讲述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亲身经历。

老党员刘献崇为小学生讲述长征故事。

老党员林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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