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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宁滢：本期嘉宾张选民生于
1953年，富县交道人，中共党员，退休干部，
现担任富县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退休
后，先后在县老促会、县关工委、县老体协、
县慈善协会做社会服务工作。参与编著

《鄜州揽胜》，执笔编著《直罗镇战役》等。
首先，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举世闻名

的“奠基礼”——直罗镇战役。

永远跟党永远跟党走走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党的故事我来党的故事我来讲讲（（第三季第三季））

血洒直罗镇 献身奠基礼
——记用鲜血和生命书写忠诚的红军将领黄甦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延安精神是我的使命和担当
——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讲解员雷明娟

主持人陈晨：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
安年华，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

《延安年华》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陈晨。

雷明娟：作为一个从小在宁夏银川长大
的外地人，现在能在革命圣地延安从事讲解
工作，让我更加切身体会到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好延安精神的使命和担当。这个栏目
的名字很有诗意，延安年华让我不禁想到了
我在延安的这15年青春岁月。希望我们的
节目越办越好，希望越来越多的延安人民走
进栏目来分享自己的延安年华。

陈晨：很奇妙的一段缘分，让明娟成为
了新延安人，并且还有幸加入并见证延安的
历史和发展变化，明娟，可以和我们说说你
的职业经历吗？

雷明娟：我经常会和我的同事们开玩笑
说我是从化学实验室里走出来的一名讲解
员。2008年，我在延安大学化工学院学习，
记得大学第一课是由学长带我们到杨家岭
革命旧址参观，我印象中我们班组织的第一
个实践活动也是到枣园革命旧址参观，我们
宿舍还组织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没想到
2016年我通过招聘考试，成为鲁艺的一名讲
解员，我很庆幸从那时起我就成为了文博大
家庭中的一员。进入文博系统以来我学到
了很多，悟到了很多，也渐渐成长了很多，通
过学习，在工作上也能做到游刃有余，这些
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不管到哪里都能运
用。2023年8月，我调到了延安凤凰山革命
旧址，参与准备抗大纪念馆的开馆工作。在
这里我继续学习抗大的历史，和同事们一起
去学习，一起研究，直到2023年10月抗大对
外重新开放，我们一起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一起培养一批红领巾讲解员，将抗大
精神和延安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

袁波：看来，明娟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
向，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你可以和我们谈
谈你对讲解员这份工作的感受吗？

雷明娟：说实话，讲解员这份工作最开
始的时候对我来说有着很大的挑战，这考验
的是我们的综合素质。首先入职时要克服
的是背词大关。记得刚到鲁艺报到那天，摆
在我们新晋讲解员面前的是一份长达4.6万
字的讲解词，按照要求我们要在两周内必须
全部背会。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是上班
背、下班背、走路背、吃饭背，甚至连睡梦中
都在背词，但往往是事与愿违，常常是背了
前面忘后面，背了后面忘前面。其间，我不
止一次哭着把讲解词扔掉，想放弃这份工
作。直到有位资深讲解员对我说：“背词慢
是因为方法不对，学习不够。”后来在大家的
鼓励和帮助下，我通过翻阅书籍，学习历史
知识，逐渐掌握了背词技巧，顺利过了讲词
关。但谁知道，过了讲词关还有才艺关，过
了才艺关还有写作关，一关接一关，真是让
我难以应对。

而且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发现每个人
都是多面手，就拿我们讲解员来说，除了日
常讲解接待，我们还要参与文物征集的工
作。记得2018年冬天，我们一行到了北京王
女士家，她的父亲刘岘曾任鲁艺美术系教

员，擅长木口木刻。知道我们从延安来到北
京，专门到楼下接我们，而且到了她家以后，
她很亲切地邀请我们坐下，然后进入里屋拿
出了一个用报纸包裹很严实的小盒子，一层
一层慢慢打开，小心翼翼地取出里面的一套
木刻刀。她动情地为我们讲述着父亲是如
何用这套木刻刀在延安创作出一幅幅版画
直插敌人的心脏，为抗战服务。这仿佛不是
她父亲的故事，而是她的亲身经历。如今她
的父亲已经千古，尽管她对父亲留下的这个
宝物万般不舍，但她认为让父亲珍藏了一辈
子的木刻刀回到延安，是带着父亲的“初心”
回家。这是他父亲在延安的那段峥嵘岁月
的有力见证。

有了这次征集文物的经历，让我对这件
文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甚至有了
一份情感，每当我为游客讲述这件文物时，
就会想到王女士和她的父亲两代人对鲁艺
作出的贡献。

陈晨：我觉得明娟谈起讲解工作可以说是
两眼放光，非常起劲，充满热情，可见她对这份
讲解工作的热爱，那你作为延安革命旧址的一
名宣传员，给我们谈谈你对革命旧址的认识。

雷明娟：延安是中华民族圣地、中国革命
圣地，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在延安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领导了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延安精神，是爱国
主义、革命传统、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

因此，在文博系统工作以来，我尤其感
受到每个革命旧址都十分重视文物的保护、
历史的挖掘、环境的打造等，充分发挥三大
教育基地的职能作用。

不论是抗大还是鲁艺，在战争年代，它
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党的干部的
学校，抗大培养的是军政干部，而鲁艺培养
的是文艺干部。由于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
教育，在延安创办了多所学校，除了这两所
学校，还有延安民族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医
科大学、中国女子大学等，根据战时需要，这
些学校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挥了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强大作
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带着在延安学到
的理论知识和宝贵经验，成为建设新中国的
主要骨干和重要人才。

如今这些学校虽然很多已经不在延安，
甚至有些停止了办学，但传承院校分布在祖
国的大江南北，传承院校的师生们经常带着
初心走进延安寻根，探寻院校的发展史，了
解革命前辈是如何在延安学习、工作、生活

的，以此激励自己，不断前行。
在抗大纪念馆工作近1年的时间里，我

已经接待了多位抗大子女，他们从河北、山
西、西安等地专门来这里寻找父辈的足迹。
通过和他们的交谈，发现他们当中有些人对
父辈的事情知道的并不多，来到延安就是希
望能通过我们帮助他们去了解那段历史。
尤其在从事文博工作以来，我有幸接触到很
多的革命后代，通过和他们的交流，发现革
命前辈们普遍有个特点，那就是“做人低调，
做事高调”。他们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也
不愿意把自己获得的荣誉或者功劳挂在嘴
边，反而更多记载的是他们的老师或者同学
们的故事。所以他们的子女经常是从别人
的传记或者口述中才了解到原来父母在战
争年代作了那么多贡献。这也让我更加深
刻地体会到研究每一段历史，讲好每一个故
事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担当。

袁波：是的，其实讲解员的工作不仅是讲
解这么简单，还担负着对历史的研究和挖掘，
同时要将每一张照片、每一件文物、每一组场
景背后的故事讲好讲活，其实就像明娟刚提
到的，查阅到相关文物的故事或者有关人物
的历史资料，甚至见到一些关于这些文物和
历史的见证人，那种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多了
一份感动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说：“革命老
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
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汲
取营养和力量。”有没有什么话想和还没有参
观过抗大纪念馆的朋友说的呢？

雷明娟：80多年前，延安作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吸
引着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寻求救
国救民的真理，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
观景象；80多年后的今天，延安依然吸引着
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延安探索延安精神的真
谛。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22年瞻仰延安革
命纪念地的讲话中说：“1938年，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
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
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
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朋友们，如果你还没
来过延安，那么你就来抗大纪念馆看看，和
我们一起学习抗大精神，学唱抗大校歌；如
果你来过延安，那么请和我们一起深入学习
延安精神，一起研读延安革命旧址这本永远
读不完的书，一起汲取信仰的力量。

陈晨：在您的讲解生涯或者日常工作

中，肯定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分享吗？

雷明娟：大家都说，讲解员是连接博物
馆与社会的桥梁。而我作为革命圣地的一
名红色讲解员，如何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
如何让我的讲解打动人心，能更好地还原历
史，是我工作中总在思考的问题。

记得那是2017年6月，我和我的同事接
待了一位与党同龄的老兵。他叫郭生元，曾
经在鲁艺美术系学习。为了找寻记忆中的鲁
艺，他不顾舟车劳顿，赶往当年生活、学习、工
作过的桥儿沟西山。车行至半山坡，轮椅再
也无法继续前行时，96岁的他不顾山路的崎
岖，坚持不让人背，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艰难行
进。看着老人步履蹒跚，在场的人纷纷给老
人加油打气。他边走边看，寻找着他记忆中
的鲁艺，不时为我们介绍着他在这里的点点
滴滴。当讲到他的很多战友已经没有机会再
回来看看时不禁湿了眼眶。离开前他留下了
一幅手绘的西山布局示意图，并用颤颤巍巍
的手在鲁艺的签名簿上写道：“延安是最引我
心醉的地方……我怀念当年的生活，当年的
鲁艺，当年的老兵。”这段话抒发了老人对延
安的留恋之情。而我很荣幸地参与到接待老
人的工作中。听着老人讲述他在延安鲁艺度
过的难忘岁月，更使我明白让每一位前来参
观的游客找到心中的那份归属感也是我工作
中一项重要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奋斗的青春是美丽的，奉献的青
春永远无悔。作为革命圣地的一名讲解员，
也是一名年轻党员，我深知身上担负的责任，
讲好延安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不负韶华，用
青春和汗水去诠释青年党员的责任担当。

延安年华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讲解员请就位

主持人袁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
波。本期《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邀请
到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讲解员
雷明娟。2016年，雷明娟成为一名文博工
作人员，先后在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讲解一线工作近8
年，多次承担讲解、接待中省市各级领导、
专家及革命后代等任务，另外还多次参加
讲解比赛、朗诵大赛等，获得“五好讲解员”

“优秀讲解员”等荣誉称号。

● 嘉宾张选民

张选民：1935年 11月 19日，中央红军
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进行了“割尾巴”
战斗之后，仍面临复杂的斗争局面和严重
的内外危机。于是，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
势，立即在11月3日的“下寺湾常委扩大会
议”上作出了重大决定：毛泽东正式成为军
委主席，并与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率中央
军委机关、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于
本月内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

“围剿”，遂谋划决定发起“直罗镇战役”。
1935年 11月 11日，毛泽东、周恩来、

彭德怀率中央军委机关及红一方面军经甘
泉洛河川向南翻山越岭，来到鄜县北道德
塬，进驻东村，当日就与先期到达的红十五
军团、中共鄜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及所属
地方武装和当地老百姓一起，隆重举行了

会师、誓师大会。从那刻起，用25天时间，
进行部署、指挥、总结了直罗镇战役。

11月 21日凌晨战斗正式打响，到 26
日全面胜利结束，激战6天，歼敌一个整编
师又一个团，共计俘敌 5367人，击毙敌师
长牛元峰、团长石世安、郑树藩以下官兵
1000余人；阻击溃退敌三个半师的兵力，
又迫使西线敌五十七军余部三个师退回到
甘肃合水以西；东线敌六十七军一个师退
回鄜县县城以东；敌十七师向南退回黄陵。

然而，古云，杀敌千人，自伤八百，在这
次伟大的歼灭性战役中，以黄甦为代表的
648名红军将士英勇牺牲。他们的牺牲是
伟大而光荣的，也可以说，直罗镇战役胜利
的意义有多大，黄甦将军他们牺牲的意义
就有多大。

宁滢：直罗镇战役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张选民：直罗镇战役全面胜利后，11

月30日，毛主席在东村天主教堂里主持召
开了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亲自作
了题为“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任务”的
总结报告，毛主席精辟地指出：长征一完
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
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
蒋介石向着陕甘苏区的“围剿”，给党中央
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
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战役是一次伟大胜利，具体表
现为六个方面：一是宣告了长征的胜利结
束。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
奠定了基础，打开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新
局面，为日后党中央进驻延安，并使之成为
中国革命指挥中心和大后方，举行了“奠基
礼”。二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
区的第三次“围剿”。三是打击并争取了国
民党的东北军，加速了国民党军营堡垒的
分化，对之后红军与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及“西安事变”产生了直接的作用
和影响。四是振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广大
人民群众抗日救国、拥护共产党、支援红军
的信心，给全国红军和革命武装的革命斗
争也是一个有力的配合和极大鼓舞。五是

军事上的大转折。是长征以来红军组织的
第一次主动进攻的歼灭性战役。六是迅速
扩大了红军队伍，加强了刚刚会合而并肩
作战红军的大团结，有力地巩固了陕北革
命根据地。

直罗镇战役之所以取得了伟大胜利，源
自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正确指挥，依
靠人民群众的保障有力，更是以黄甦为代表
的648名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宁滢：说起直罗镇战役中牺牲的英烈，
就不得不先讲述黄甦将军血洒直罗镇，献
身奠基礼的英勇事迹和不朽精神。

张选民：黄甦，又名黄苏，广东佛山人，
1908 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粤剧艺人家
庭。1935年 11月 21日，时任中共中央委
员、红一军团红四团代政委的黄甦在直罗
镇战役中壮烈牺牲，年仅 27岁，是这次战
役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员。

宁滢：黄甦的一生是短暂而又光辉的，
他的英勇事迹和不朽精神具体表现在哪些
方面？

张选民：黄甦出身贫苦，15岁背井离
乡到香港谋生，在一家洋行做勤杂工，后来
成了一名电器工人。随着 1925年震惊中
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在党的
领导下，他和其他劳苦工农大众的阶级觉
悟被激发，17岁的黄甦应势而起，投身运
动。1925年 6月 19日，在党的领导下，省
港大罢工正式爆发。黄甦迅速成为工人运
动的骨干分子，并返回广州，加入省港罢工
委员会纠察队，任第九支队队长。同年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模范纠察队队
长。在工人运动中，成为革命的先驱。

1930年 11月 12日，黄甦奉命离港赴
闽，转入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 1月，被任
命为新红十二军政委，他和军长左权积极
组织和指挥部队，反击敌 7个师 10万多兵
力向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1934年 7月，毕业于红军大学的黄甦
奉命组建红军第八军团，任红军第八军团
政委，10月率部参加长征。在湘江战役
中，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浴血奋战、奋不顾身，为红军保存了骨干力
量和珍贵火种，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史上用忠诚书写了浓墨重彩而又极其悲壮
的一笔！

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1935年12
月，黎平整编，红八军团减员严重，而被撤
并入红五军团，黄甦被复任为红一军团第
一师政委，顾全大局，毫无怨言的他欣然受
命，和师长李聚奎坚决执行强渡乌江天险
的战斗任务，奇袭龙溪，强渡乌江，夺取了
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伟大胜
利，粉碎了敌人利用乌江天险夹击红军的
阴谋，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及黔北革命根据
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的193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
界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部队改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随着部队整编缩编，
黄甦所在第一师被编入第一纵队，他则降为
大队指导员，毫无怨言的黄甦忠诚于党，坚
信紧跟党中央毛主席，一定能走出困境。

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
支队7000余人，在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下，经
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踏进陕
北苏区的吴起镇，“切尾巴”战斗胜利后，黄
甦率部随红一军团，于11月初进入反“围剿”
前线，即鄜县西北部地区，按照中央军委、毛
泽东主席的部署，投入直罗镇战役。

1935年 11月 20日下午，敌五十七军
第一○九师进入直罗镇，钻入红军事先布
好的口袋阵。当夜，红军悄悄包围了葫芦
河川直罗镇一带。21日拂晓，两面山岭上
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
对敌一○九师突然发起猛烈攻击。黄甦率
领红四团担任主攻，向敌重兵扼守的要害
部位发起冲锋。守敌据要地拼死顽抗，战
斗十分激烈，红军进行激战争夺。就在黄
甦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率部夺取第五个小
山头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他那伟岸的
身躯，永远的留在了直罗这片红色的沃土
里。

战后，在东村的总结大会上，毛主席在
报告中全面总结了直罗镇战役胜利的伟大

意义和深远影响。并在讲话时，重点介绍
了黄甦的英勇事迹及斗争经历。他郑重而
深情地指出：“我们时刻准备牺牲，我们的
牺牲是换得全国全世界工农的解放，我们
的牺牲是有意义的。黄甦同志是中央委
员，他的牺牲是有意义的。”

宁滢：这次战役的胜利留给我们的是
什么样的精神财富？

张选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89年前毛主席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
的四条原因，实质上也揭示出直罗镇战役
焕发出来的“直罗精神”。

一是团结战斗，不怕牺牲，勇夺胜利的
斗争精神。二是抓住关键，突破重点，争取
主动的斗争智慧。三是准备充足，不打无
准备之战的战斗作风。四是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是一切胜利的可靠保证。

如果说延安精神是党中央在延安 13
年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在毛泽东思想的
哺育下形成的精神财富，那么从源和本，流
和支的逻辑关系上看，直罗镇战役精神就
是延安精神的奠基元素，是延安精神谱写
的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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