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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 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文 袁小毛（和源名城居民区）

读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中有一篇题
为《朱德的扁担》的文章，让我从小知道了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
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所以井冈
山的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
我恰好到江西万安县插队落户，万安县毗
邻井冈山，参加工作后我到井冈山的机会
就多了，在万安工作期间，我曾上井冈山
开会学习，还陪同过上海高校的老师和浙
江嘉兴丝绸行业的技术人员上井冈山参

观，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缅怀革命先烈。
随着改革开放不新深入，井冈山的经

济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 展现了小康社会的美好景
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九周年，
在当前的“四史”教育中，再次勾起了我对
井冈山的记忆，重温井冈山斗争的革命故
事，让我想起了“朱德的扁担”的轶事。 当
时，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山上的粮
食、药品、棉布等非常紧缺，红军战士们每
人每天五分钱的伙食费也难以为继，四十

多岁的朱德军长和战士们一起挑粮上井
冈山，一天往返五十公里，那是多么的不
容易啊，我曾到朱德军长挑粮途中休息的
那棵树下参观，在树下我静思许久真是感
慨万千。 想想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
一辈革命家， 为追求中国革命的胜利，与
红军战士们一起同甘共苦， 吃糙米饭，喝
南瓜汤，这些感人至深的光辉形象，永远
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在我的心中是
永远抹不去的红色记忆。

如今， 我们再次回忆井冈山革命的

辉煌历史， 就是要让我们和年轻的一代
了解和知晓新中国来之不易，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在“四史”教育中，我
们要永远铭记中国革命艰难坎坷、 腥风
血雨的战斗历程， 继承和发扬伟大的井
冈山精神，以革命传统滋养我们不忘初
心，以红色基因引领我们牢记使命，真心
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着力增强发展
信心，自觉升华理想信念，为中国革命的
千秋伟业矢志奋斗，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谱写新篇章。

国画 摄影

【红色记忆】

鱼乐图
绘画 周博进（闻喜路 251 弄居民区）

水乡映彩霞
摄影 王建国（汾西路 261 弄居民区）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 随风
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杜甫的这首
《春夜喜雨》对于当年已考入原上海市
第二职校的蔡景辉同学来说 ， 记得特
别熟 ， 也理解得特别深 ， 随口就能诵
出。 曾记得，背书对于当初学习有困难
的小蔡来说，比登天还难 。 当时 ，我作
为他的班主任，循循善诱 ，持之以恒地
帮助他与其他同学一样取得了成功 。
是呀 ， 老师的教诲就像那密密的细细
的春雨，潜移默化地滋润着小蔡的心 ，
如春风化雨一般使这个连留两级 、失
去了学习信心的小蔡 ， 成为一名合格
的中学毕业生 。 虽然那已是过去多年
的往事了，但回忆起这段师生之情 ，让
我久久不能忘怀。

记得在我担任六七届 （3）班班主
任时，班上来了这样一位留级生 ，一米
八的个子，年龄要比班上学生大。 同学
们见了都有些怕他 ，背地里唤他为 “蔡
大哥”。 我当初见了这位陌生的老留级
生，心里不禁震颤了一下。 面对这位受
人歧视的 “蔡大哥 ”，我顿时觉得肩上
的份量更重了 。 于是我在班上开展了
一系列教育活动 ， 创设良好的育人环
境氛围 ， 对于小蔡进行了耐心细致的
教育。

那天 ，教室里空荡荡的 ，只留下小
蔡还在艰苦地背书。 已是夜深人静了，
我当时毫无倦意地陪着小蔡，与他一起
读书背诵。 我和颜悦色地鼓励着他：“你
劳动干得有条理，在学习上一定也能赶

上其他同学，一定能把书背出来。 你什
么时候背出来，我就什么时候与你一起
回家。 ”听了我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小
蔡下定决心，当晚非背出来不可。 终于
功夫不负苦心人，他成功了！ 听着小蔡
一字一句地把全文都背了出来，我高兴
地笑了，小蔡也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他
第一次获得了学习上的成功。 月光照在
师生俩喜悦的脸上。

毕业后，小蔡考入了原上海市第二
职校，在学校里担任班干部，学习成绩也
有了显著进步。 小蔡是个重义气、懂感
恩的男子汉，离开母校后，还经常来看望
我。 多年以后的师生情谊没有随着时间
的流逝而变淡，依然在师生之间流淌着、
弥漫着。

春风化雨师生情
文 吴关镛（岭南路 100 弄居民区）

【师恩难忘】

中国“元素”
摄影 侯福民（岭南路 100 弄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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