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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篇一

许许多多共产党人在生死考验面前，毅然赴汤蹈火、视死如
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对党绝对忠诚的坚定信仰，对信仰
至死不渝。

怀有3个月身孕的她，黄长娇。在长征前夕，服从组织安排留
守瑞金坚持游击斗争。由于游击斗争很残酷，黄长娇有过三
次被捕坐牢的经历，每一次都游走在生死边缘。

还记得黄长娇最后一次被捕入狱，敌人让她说出游击队的成
员及联络方式。审问几天没有结果，刽子手开始动刑，先是
灌辣椒水、用蚊香烧，实施各种令人发指的酷刑。黄长娇毫
不屈服。敌人恼羞成怒，握着一把大刀向黄长娇狠狠砍去。
刀刃卡在她左肩膀骨头上，顿时皮开肉绽，血流如注，直至
昏死过去。后来黄长娇缝了30多针，刀疤达14寸长。但，严
刑拷打对黄长娇来说，简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倒把白军自
己累得够呛。刽子手什么人物没见过?可还从没见过这种宁死
不屈的受刑者。

过了几天敌人把黄长娇放了出来，敌人一直暗暗地监视黄长
娇。后来，黄长娇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带着年幼的孩子从
敌人的监视下逃了出来。



此后，黄长娇担任游击队长，带领游击队突围转移。然而，
面对国民党的疯狂“清剿”，游击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这
次，游击队又被敌人追赶了一天，大家饥寒交迫、精疲力尽，
眼看就要跑不掉了。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走在前面的
黄长娇深知带着年幼的儿子会拖累战友们转移。几年的战斗
生涯，她见过太多母子分离的场景，而现在自己也面临同样
的抉择。可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妈妈呀！为了保护孩子、保
全战友，黄长娇强忍着泪水对孩子说：“儿子，咱们来跟叔
叔们玩捉迷藏吧。你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除了妈妈，
谁来也不要出来，更不能出声，知道吗?”

孩子信以为真，迈开小腿用力地跑开。黄长娇迅速指挥游击
队，走向另外一条山路。可孩子终究还只是一个孩子，跑了
几步，回头不见了妈妈，孩子吹响了唯一的玩具：一个哨子。
哨子发出尖啸的哨音，黄长娇的心揪了起来，泪水爬满脸颊。
哨音渐渐变得急促，突然传来孩子的叫喊声：“妈妈、妈妈，
我在这儿，妈妈、妈妈。”孩子的叫喊声渐渐变得急促，充
满绝望，揪人心魄地在山谷中回响。随后，就听到了一阵杂
乱的枪声，孩子的叫喊声戛然而止。

一钩残月、遍野寒霜，脱险的游击队员们入睡了。夜色中，
黄长娇磕磕绊绊地原路返回。在一条小溪旁，她看到了死去
的儿子。皎白的月色中，孩子的脸上凝固着惊愕的表情，手
中还紧紧地握着那个哨子。

在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中，无数共产党员把对革命
的信仰转化成坚定的信念。当人们问起黄长娇对自己的经历
有何看法时，她含着眼泪回答看着那个哨子说到：“我常常
会想起自己的儿子，但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篇二

在江西省兴国县烈士陵园的第三展厅里，有一座令人震撼的
雕塑：一座像竹笋般峭拔的石峰下，一些端着长枪的国民党
军畏畏缩缩地往上爬，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挺立在峰顶，双
手高举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往下砸……雕塑下刻着一句铮铮誓
词：“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

这是1935年初春发生在兴国灵山芒槌石的真实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江善忠1913年出生在兴国县长岗乡合富村的一
个贫困农民家庭，1928年冬加入党领导的农民协会，1929
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他革命坚决，
斗争勇敢，从一位普通农民，迅速成长为一名省级领导干部。
他担任过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裁判部长等职务。苏区时期，
裁判部行使相当于现在公安、检察、法院的职权，关系苏区
政权的稳固，责任重大。

江善忠担任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领导期间，对裁判部的除奸肃
反工作有很高的保密性要求。他严格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
必须遵守裁判部保密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不问，不该看的
文件不看，不该打听的消息不打听；必须做到守口如瓶不泄
密，管好文件不泄密，保守党的机密甚至超过爱惜自己的生
命。他对党忠诚，立场坚定，除恶肃奸从不留情，为维护苏
维埃法律的尊严和苏区的革命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江善忠留下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1月初的一天，江善忠率领一批伤病员和党的机密文件
在转移途中，不幸与敌人遭遇，为了保护红军伤病员的安全，
不让党的机密文件泄露，他独自一人把敌人往芒槌石山顶上
引去。

上到山顶的敌人，只捡到烈士留下的一件血衣。衣服上面写



着：“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江善忠怀着
对党无限忠诚的信念，为掩护红军伤病员，保守党的秘密，
纵身跳崖，壮烈牺牲。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回顾过往，我们不能忘记曾
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先烈们，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

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江善忠烈士用生命写下的誓言，仍然
熠熠生辉。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将永远跟党
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奋斗！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篇三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曾经影响和鼓舞了共和国的几代人。
而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的同名新编舞剧又让众多当代青年的
心灵受到了深深地震撼与洗礼，让他们记住了这样一个名
字——李白。

也许，今天的青年会这样问：奋战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上，
你是否犹豫过?

八一三淞沪会战那年，李白来到上海与纺织女工裘慧英假扮
夫妻开展地下工作，为了建起上海与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
他把收音机改装成了发报机，将发报功率从75瓦降到15瓦，
最终降至7瓦。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一干就是12年，十二
年间李白先后三次被捕，三次入狱，每一次都命悬一线，但
是他始终没有犹豫、从不退缩、无所畏惧。一位接收过李白
发报的战士回忆说：他不知道电波的那头是谁?但却能从对方
镇定娴熟的发报指法中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天夜里，李白房间的小灯泡突然间熄灭了，几分钟后又重
新亮了起来，凭借多年的经验他知道这是敌人在用分区停电
的办法在搜索我们的电台。然而他并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恐惧，



国民党陆军部署序列、海军各舰所在驻地、长江江防计划等
一封封重要机密都通过他发出的红色电波飞向了党中央。当
敌人破门而入的时候，李白发出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道电波：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也许今天的青年还会问：你有幸福的家庭和年幼的孩子，为
了信仰就一定要舍弃妻儿吗?

在关押期间，敌人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
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是无论敌人怎样用刑，他始终没有
屈服。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妻子裘惠英带着儿子从牢房
对面百姓家的阳台上见到了丈夫，而此时的李白双腿已经被
老虎凳压断，只能在难友的托举下艰难地爬上窗口。妻子见
此情景泪流满面。可是李白却坚定地说：“惠英，天快亮了，
这是我们共同期盼的，你应该高兴。至于我，无论生与死，
都会觉得愉快和欣慰。”就在那天，李白在浦东戚家庙被秘
密处决，年仅39岁。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急电陈毅
市长查明李白的下落。可是可是他们却并不知道，这位坚贞
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就在二十天前英勇就义了。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篇四

一个人一天能走多少里路?

有这么一个闽西人，在短短一周时间内，他翻山越岭，穿过
了江西八个县，行程一千多里，他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尖
兵项与年。

1934年9月底，在江西庐山牯岭，蒋介石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
会议。会议的核心内容，是进一步部署对苏区红军的第五
次“围剿”。会上制定了“铁桶计划”，在红都瑞金四周构
筑了三百重铁丝网，三十重碉堡线，动用一百五十万大军，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突然包围，要在六个月内消灭红军。

庐山牯岭会议结束后，地下工作者，时任国民党赣北第四军
专区司令莫雄，把三四斤重的绝密文件交给了项与年、刘哑
佛、卢志英等共产党员。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人立刻将
绝密文件要点，以特急电报发往中央。随后分头把主要内容
用特种药水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中。那么派谁去送情报最适
合呢?项与年会讲客家话，熟悉当地人情地貌，又是保安司令
部机要秘书，过关卡比较隐蔽、方便。最终，项与年自告奋
勇，承担起了挽救红军生死危亡的重任。

拿到情报后，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怀揣着密写字典出发了。
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关卡，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
掩护，避开大路，翻山越岭，秘密前行。

在逐步靠近中央苏区时，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
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简直是插
翅难飞。如何闯过关卡，成了大难题。经过反复思索，他决
定改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他找了处隐蔽的地方，拿起地上的砖头狠狠砸向自己的门牙，
顿时眼冒金星、鲜血飞溅，4颗牙齿脱落了下来。巨大的疼痛
使他昏倒在地，醒来时嘴角还残留着伤口血迹，脸颊也肿得
异常吓人，哪里还看得出原来的面目。

为了能让自己装扮得更像乞丐，项与年又抓起破房子里的柴
灰往脸上涂，在身上抹上牛粪，找来一顶废弃的礼帽、一件
破夹袄和一只缺了角的海碗，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
袋子里，拄着拐棍往关卡走去。

“站住！你一个要饭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有一个凶神
恶煞的哨兵瞪大眼睛问道。

“长官，您不知道，我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不给，还



放出狗来咬我，我就拼命跑，哎……摔了一大跤。”项与年
佝偻着背，哭丧着说。

敌人信以为真，让他过去了。

就这样，项与年强忍疼痛一路乞讨，俨然成了真正的乞丐。
他把乞讨来发馊了的食物放在字典上面，沿途敌军哨兵见了，
很远就捂住鼻子，“哪里来的臭要饭的，赶紧滚！真晦气，
呸！”。项与年翻越了十八个横排的山岭，顺利穿过了密不
容针的关卡防线，10月7日终于到达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
地。

“我是地下党员，有重要事情面见周恩来……”红军干部听
项与年这样说，立即把他带回阵地，转送到团部、师部。

“你是?项老弟?！哎哟，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嘛?”周恩来几
乎不敢相信，眼前的叫花子就是当年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
的老部下。

项与年无力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哆嗦着，将绝密情报从贴
身的衣袋中掏了出来。周恩来立即命令作战情报部门将四本
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分析研究。获悉“铁桶计
划”后，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提前实施突围转移。

至此，项与年冒死送情报的英勇壮举，让近十万中央红军躲
过了国民党的“铁桶合围”之势，跳出了足足30道严密封锁，
提前十天踏上了长征之路。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篇五

沉沉的黑夜中有一点火种，它将燃烧成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
火焰，燃尽一切腐朽、落后和屈辱，把中国带进一个光明灿
烂的新纪元。这星星火种，就是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共一大的历史上，有一位女性用她的智慧与温柔守护着
会议的顺利召开，她就是中共一大的“温柔卫士”王会
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的夫人。

王会悟留在历史深处的身影，是一个娇小文静的江南女子。
她1898年出生于浙江桐乡，书香门第，开明的父亲早早地把
她送到嘉兴接受新式教育。13岁时，父亲不幸病逝，她回到
家乡，接过父亲的教鞭继续教书，小小年纪就办起了桐乡第
一所女子小学，也撑起了家中的经济大梁。从那时起，这个
娇小文静的小姑娘就展现出不同寻常的资质，聪明、坚强、
细致、周到、能力出众，也正因如此，日后她才成功地担当
起中共一大“大管家”的重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会悟来到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
放途径，先后担任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上海中华女界联
合会秘书等职，工作中与李达相识。1920年，在陈独秀的家
中，李达与王会悟举行了婚礼。

1921年2月起，李达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参
与筹建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王会悟就是他的得力助手，
为党的创建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入筹备期，在那个特
殊的历史时刻，一直在李达身后的王会悟，担当起看似普通，
却极为重要的会务工作。

首先，在选择会场的时候，王会悟以女性特有的细心建议把
位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公馆用作会场，能较少受到密探
与巡捕的骚扰，安全和保密性都有较好的保证。这个建议得
到了会议筹备人员的一致同意。

随后，在接待参会人员的过程中，王会悟严谨细致的工作更
是出色，她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保密意识。当时正是暑假，她
通过自己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关系，借到了博文女校的



三个房间，给外地代表落脚。这本身已经够隐秘的了，但她
还是机警地给代表们安上了“北京大学生暑期旅行团”的名
头，相关于又上了一重保险。

在王会悟的细心张罗下，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李
公馆顺利开幕。会议期间，王会悟一直在会场外围值守，警
觉地注意着公馆周围的动向，守护着会场的安全。

会议最后一天，有密探突然闯入会场，按照共产国际代表马
林的建议，参会人员立即疏散，随后不久，会场被巡捕搜查，
为安全起见，只能另择开会地点。当时有人建议在上海找家
旅馆，有人主张到杭州西湖，讨论结果均不理想，而王会悟
建议大家到嘉兴南湖，扮作游客，租一条画舫，在湖中心继
续开会。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王会悟又当仁不
让地负责起租画舫、安排会场、组织大家转移等具体工作。

经过李公馆的那场“虚惊”，王会悟更加谨慎细致，她安排
代表们乘火车前往嘉兴，分开买票，乘坐不同的车厢，到达
嘉兴后分批住下。租画舫的时候，她还精心地置办了一桌酒
席，租了两副麻将，完全和那些游湖的客人一样。

就这样，被中断的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一条画舫上继续
召开。会议期间，王会悟打扮成歌女模样一直坐在船
头，“悠哉”地看着风景。只要一有游船靠近，她就哼起小
曲儿，用手指轻叩船板，仿佛在打节拍。船舱里的代表们就
立刻哗啦哗啦地搓洗麻将，或者“三条”“五万”地一通嚷
嚷，为这个庄严神圣的时刻，增添了几分别样的生趣。

暮色四合时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顺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在这个开天辟地的历史性的时刻，没有礼炮，没有烟花，只
有王会悟轻柔的叮咛，让大家下船后分散开来，各自回到她
安排好的住处。



从那条画舫上走下来的会议代表，就此走上了各自的历史征
程，从这一刻开始，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伟大革命拉
开了序幕。

作为这次会议的“温柔卫士”，王会悟的身影却隐藏在了历
史深处。她一生未居要职，只是默默地协助李达研究宣传马
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王会悟在政务院
从事法制工作。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病逝，享
年95岁。

伟大的事业，成就于细微。每一个看似普通的细节，都有可
能决定事业的成败。保密战线的工作更是微妙，要求谨小慎
微、滴水不漏、万无一失。

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西方凌霸势力扼华心切，妄图通
过区域孤立、技术封锁、经济脱钩等方式迟滞中国发展，机
遇与挑战并存，保密工作更是举足轻重。

当前，我市聚焦“三大战略”，突出“六大主攻方向”，全
面纵深推进新时代赣南苏区振兴发展，我们只有树牢保密意
识，严守保密纪律，深化保密实践，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新征程中谱写赣州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