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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色记忆

“1935 年 8 月 21 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泾

川县，来到王村镇四坡、掌曲一带，在村民张锁房

家的二层土楼（今红军楼）设立临时指挥部，红二

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

等在这里召开会议。随后与国民党军发生激烈

战斗，歼灭敌军 1000 余人，吴焕先不幸中弹，壮

烈牺牲……”

“‘四坡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歼

敌千人以上的大胜仗之一，不仅重创了敌军，打

出了红二十五军的威名，极大鼓舞了红军士气，

也为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与刘志丹、谢子长创

建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扫清了

前进障碍……”

每当站在“红军楼”前讲起这段故事，张存义

总是激昂慷慨。

1946 年 12 月，张存义出生在泾川县王村镇

掌曲村（原属四坡村）。从几岁孩童到七旬老人，

张存义一直与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为伴。

红二十五军临时指挥部“红军楼”“四坡战

斗”旧址距张存义家不过 500 米，从小他就听村

里老人讲红二十五军在“红军楼”观察敌情、指挥

战斗；渡河时因天降暴雨，下山路湿滑，购买群众

的麦草铺路等故事。

上学后，张存义听到、读到了更多革命战争

年代的故事，红军长征的故事，刘胡兰、董存瑞、

方志敏等烈士的故事……这些在他心中埋下了

一颗热爱英雄、敬重英雄的种子。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王村中学一位老师把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四坡村发生的故事，编成快

板表演，这也使张存义对红军故事更加喜爱。

“当时我就想一定要把这些故事讲下去，不

能让它们失传了。”张存义说，中学毕业后他到

掌曲大队担任文书和红色讲解员，每当有人想

了解“红军楼”和红二十五军的故事时，他就义

务进行讲解。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参观‘红军楼’的人很

少，每年讲解四五次。2005 年前后，村小学建成

后，到村里参观的人和团队越来越多，学校多次

邀请我讲解。”张存义说。

“红军楼”的故事，张存义一讲就是 57 年，至

今仍在坚持。

“‘红军楼’是当年红二十五军临时召开会议

的地方，很有纪念意义。只有让它的故事被更多

人知道，长征精神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在采访

中，张存义深情地说，“我从小听爷爷、父亲和村

里的张建芳、王凤奇老人讲红军的故事，深受教

育和启发，现在我们村在市县乃至全省名气越来

越大，我更要讲好红军故事。”

2013 年，泾川县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建成，红

二十五军和吴焕先烈士相关旧址、遗址、遗存得

到保护，相关服务设施得到修缮，吴焕先烈士事

迹传播得越来越广，前来参观、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的团队络绎不绝。“农民义务讲解员”张存义也

被更多人熟知。

2018 年，张存义被聘为泾川县吴焕先烈士

纪 念 馆“ 义 务 讲 解 员 ”。 2023 年 ，被 省 委 宣 传

部、省委讲师团评为“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工作先

进个人”，其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张存义还先

后被聘为“人民检察员”“县委党史学习教育百

姓宣讲团”成员。

“只要我还活着，还能走动，我就要把红军的

故事一直讲下去。”张存义说。

讲述红色故事

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

生动课堂。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个课堂的作用？

红色讲解员不可或缺。

近年来，前来泾川县吴焕先烈士纪念馆缅怀

英雄、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和红色研学的单位和团

队越来越多。张存义朴实接地气的讲解，受到了

广泛欢迎。

泾川县第一中学组织 1000 多名师生徒步

20 公里，赴掌曲村“红军楼”“四坡战斗”旧址缅

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在“红军楼”院内雕像前，全体师生整齐列

队，举行庄重的缅怀仪式，随后聆听张存义现场

讲述吴焕先的革命事迹。

“红二十五军大多都是‘娃娃’，这些战士和

你们年龄一般大的时候，已转战五省，行程近万

里 ，多 次 经 历 残 酷 战 斗 ，面 对 生 死 毫 不 畏 惧 退

缩。”张存义耐心细致地讲解，激励全体学生树立

远大抱负，好好学习，奋斗拼搏，将来为祖国的繁

荣发展作出贡献。

在讲解过程中，张存义还用生动鲜活的事

例，详细讲述红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

了群众麦草也要给群众放铜板的故事，还讲述村

民闫家齐、闫玉玺父子秘密收养受伤小红军“陈

娃”，村民尚德娃向红军报告敌情等一件件往事，

深情诉说着群众与工农红军的鱼水之情。

听 了 张 存 义 的 讲 解 ，不 少 学 生 感 慨 ：“‘ 红

军爷爷’的讲解生动再现了红二十五军壮怀激

烈的革命故事，我们要学习红军坚如磐石的理

想信念、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和敢于胜利的革

命风范。”

“我为什么经常给年轻人讲红二十五军和吴

焕先烈士的故事，因为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

己宝贵的生命。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也要让下

一代人懂得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张存义

说，“讲红色故事就是要教育好下一代，让他们记

住先烈，弘扬先烈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

这些红色故事永远流传下去。”

近年来，有更多的党员干部在泾川县吴焕先

烈士纪念馆开展现场学习，重温党的光辉历史，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从吴焕先听党的指示带领

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牵制西兰公路敌军，到策

应配合党中央北上，坚持寻找党中央，最后为革

命理想牺牲……张存义的讲解，让现场党员干部

进一步感悟了先烈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

据统计，张存义为省、市、县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旅游团队义务讲

解红二十五军、“红军楼”、吴焕先烈士故事 500

多场（次）。尤其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期间，一天最多接待 6 场

（次），平均每天接待 2 至 3 场（次），一天最多接

待 1000 余人次。

传承红色基因

“这些故事，我要继续讲下去，也要让更多的

人来讲红军的故事……”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

色基因，已经成为张存义的最大心愿。

这些年来，张存义一直收集整理有关红军的

事迹，已形成 3700 多字的手稿。他把这些手稿

交给自己的孙子张斌军，并要求他背下来。

“ 爷 爷 一 直 为 大 家 讲 述‘ 红 军 楼 ’的 故 事 ，

我也会把这些牢记在心，讲给更多人听。”张斌

军坚定地说。

“这些年，张存义老人风雨无阻，把红军的故

事讲得仔细、透彻，我深受感动，今后我要向他学

习，把红军故事继续讲下去。”村民张得寿说。

“ 张 存 义 老 人 年 事 已 高 ，但 他 依 然 坚 持 为

大 家 讲 述‘ 红 军 楼 ’的 传 奇 故 事 、吴 焕 先 的 英

雄 事 迹 ，他 这 种 无 私 奉 献 的 精 神 深 深 感 染 着

我 们 ，激 励 我 们 讲 好 红 色 故 事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泾 川 县 吴 焕 先 烈 士 纪 念 馆 宣 教 科 科 长 杨

灵奇说。

革命历史不能被遗忘，革命故事需要一代一

代相传。

近日，泾川县第三小学“红领巾”讲解员信歌

特意来到“红军楼”前聆听张存义的讲解，还复印

了一份他的手稿，他说：“我要向‘红军爷爷’学

习，把红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泾川县第三小学 18 名小学生被吴焕先烈士

纪念馆聘为“红领巾”讲解员，着力讲好家乡的红

色故事，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目前，

他们利用主题团队日、学雷锋纪念日、研学主题

活动、节假日和周末向广大游客和学校师生开展

讲解服务 50 多场次。

“‘红领巾’讲解员把家乡的红色文化、革命

故事、人文逸事等介绍给广大游客和同学们，让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争做家乡红色文

化的传播者、文化旅游的宣传员。今后我们将

培养更多的‘红领巾’讲解员……”泾川县第三

小学校长尚新奎说。

在张存义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红领巾”

讲解员来到“红军楼”前聆听讲解，也有很多学

校邀请张存义作报告，红色的种子在孩子们的

心中悄然生长。

一辈子默默坚守，57 载深情讲述。“革命精

神是一束光，不仅点亮我，更要照亮广大群众。”

尽管年事已高，但张存义的宣讲劲头一点没有消

减，他的朴素情怀和担当精神，激励更多人像他

一样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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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通讯员 杨 树

“‘红军楼’，不平凡，红军长征

天下传，红二十五军到泾川……”

78 岁的张存义自编了这段朗朗上

口的快板词。

张 存 义 ，是 泾 川 县 义 务 讲 解

员，也是当地孩子口中的“红军爷

爷”。不久前，他还专程前往泾川

县王村镇四坡小学，给孩子们讲述

红二十五军的故事。

像往常一样，张存义身穿红军

服，头戴红军帽，挺直身躯，神情坚

定，语言朴实，感情真挚。

那些故事，他从小听到大，已

镌刻进心里。

泾川县吴焕先烈士纪念馆。

“四坡战斗”旧址。 本版图片均由泾川县委宣传部提供

张存义为小学生讲述红军的故事。

张存义为 2024 年县直机关入党积极分子暨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学员讲解“红军楼”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