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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大家好！ 我是龙游县
“8090 新时代理论宣讲团”成
员杨巧珍,来自县委党校。在开
讲之前，我想问下，在座各位
面对党旗宣过誓的请举个手。
还真不少啊！ 我也曾面对党旗
庄严宣誓。 我想，对于每一名
共产党员来说，这面鲜红的党
旗就意味着忠诚与担当。

大家看我们的党旗，在红
色旗面的左上角缀着金黄色
的党徽，这就是如今让我们大
家都熟悉的式样。 但这个党旗
式样并不是随着党的诞生之
初就出现的。 回溯历史，在建
党初期，我们党并没有制作属
于自己的独立的党旗。 当时的
党旗是各级党组织模仿苏联
布尔什维克党旗的样子由自
己制作的，以致规格和式样各
不相同，也没有统一规范。

1927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
领导发动秋收起义，他提出我
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就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
第一师的军旗”成为中国共产
党真正亮出的第一面正式旗
帜。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开
展，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应
该有自己正式的统一的旗帜。
1943 年 4 月 28 日 ，中共中央
作出了关于中共党旗式样的
决议， 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
五角星，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正式确定党旗的样式。 1996
年 9 月 21 日，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
使用的若干规定》， 对党徽党
旗的性质、制作和使用等作出
了明确规定。 2002 年 11 月，

党的十六大通过新修改的党
章， 专门写入“党徽党旗”一
章。 至此，历经 75 年，党旗有
了统一规范的标准式样。

在这段历程中， 为了这面
旗帜， 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
热血，他们用生命守护党旗。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党旗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
公叫洪振海， 是八路军第 115
师所属的鲁南铁道大队的队
员, 也就是铁道游击队的首任
大队长。 他带领队友们搞情
报、夺物资、扒铁路、炸桥梁，
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洪振海
的心里总装着别人，虽然说从
敌人那里缴获的钱可以一麻
袋一麻袋地装，缴获的物品可
以一车一车地拉，但是他自己
一点都不要，把钱送给生活困
难的队员，把布送给缺衣少穿
的群众……在革命生涯中，他
什么都舍得送给战友，送给老
百姓，却只有一块宝贝不愿和
别人分享，那就是他手腕上系
着的一块红布。 这块红布他总
是系着，就连吃饭睡觉时也从
不解下来，在洗脸洗手的时候
也小心翼翼的， 恐怕弄湿了
……他的妻子就好奇地问他：

“这块红布，到底是什么呀？ ”
洪振海说：“你不懂，这是我们
的护身符。 有了它，我们才能
够打胜仗。 我就是把命丢了，
也不能把它给丢了。 ”1941 年
12 月，日军包围了铁道游击队
驻地黄埠庄，洪振海在掩护群
众撤离时不幸牺牲， 时年 32
岁。 洪振海牺牲之后，他的妻
子才知道红布的秘密：“难怪
振海日夜呵护着，这是我们共
产党的党旗啊！ ”原来，洪振海
当年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
书时，组织上为了表示对他的
信任，决定将铁道游击队唯一
的一面小党旗交给他保管。 接
过党旗， 洪振海郑重地说:“请
党相信我， 我一定把它保管
好！ 我要把这面党旗时刻带在
身边，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保护它。 ”直到他的生命最后
一刻，洪振海用自己的鲜血和
生命诠释了对党的无限忠诚。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
共产党人用自己的鲜血染红
了共和国的旗帜，而在和平年
代，中国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
为党旗添彩，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和使命担当，坚
决完成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目标任务。

在 2 月 25 日的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
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在对先
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彰的过
程中，有几个瞬间让我热泪盈
眶。 其中之一就是一位父亲听
到女儿名字的那一刻 ， 眼含
热泪。 这位父亲的女儿就是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 1989
年出生的黄文秀，生前是广西
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新
化镇百坭村的第一书记。 北京
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她，放
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选择
扎根边远基层，主动请缨到贫
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勇敢
地挑起了全村脱贫攻坚的重
任， 带动全村实现整体脱贫。
2019 年 6 月，黄文秀遭遇山洪
因公殉职，年仅 30岁。 她把青
春和热血都献给了脱贫攻坚
事业，用短暂而精彩的人生谱
写了一曲新时代共产党员的
奉献之歌。 如果文秀还在的
话，她一定可以看到百坭村脱
贫的那一刻。 如果她还在，一
定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扛起党旗，奔赴脱贫攻坚一
线，他们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
的初心使命和担当奉献，让鲜
红的党旗在脱贫攻坚一线高
高飘扬。

旗帜就是引领、旗帜就是
方向。 在党旗的指引下，中国
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艰苦奋
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伟
大事业。 今天，我们讲述党旗
的故事，就是激励我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让鲜红的
党旗在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
路上高高飘扬。

党旗飘扬 我心向党
县委党校 杨巧珍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第
一次读到这句话，我就喜欢上
了它，每次品味，我仿佛都能
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磅礴力量。
这句话来自习近平总书记写
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
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回信。
今天，我也带来了一本《共产
党宣言》首译本，正是在这本
书里，有 3 位当年的青年“心
有所信”的故事。

在书的封面上，是一位大
家都熟悉的大胡子青年———
马克思。 1848 年 2 月，由马克
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
党宣言》 在伦敦横空出世，它
掀起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
欧洲。那一年马克思 30岁。也
是从那时起，他先后遭到比利
时、德国、法国等一系列欧洲
国家的驱逐，开始了漫长的颠
沛流离的生活。

其实，30 岁前的马克思可
以说是个年轻有为的“高富
帅”。 1818年，马克思出生在普
鲁士王国一个犹太中产家庭。
23岁， 他就成为了王国最年轻
的哲学博士。 当时的王国总理
非常欣赏马克思， 曾多次邀请
他出任王国财政部长或普鲁士
银行行长。 但 30岁的马克思却
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放弃了
这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

因为“心有所信”，这位青
年，写下了一部著作，唤醒了
整个世界，那真理的光辉一直
照耀到今天。

在这本书上，还写着《宣
言》 首译者的名字———陈望
道。 在义乌分水塘村一间破旧
的柴屋里，一个年轻人在奋笔
疾书。 母亲端进来几个热腾腾
的粽子和一碟红糖，叮嘱年轻
人抓紧趁热吃。 过了会儿，母
亲在屋外喊：“红糖够不够，要
不要我再给你添些？ ”儿子应
声回答：“够了，够甜的了！ ”但
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才发
现红糖一点儿没动，儿子竟然
是蘸着墨汁吃掉了粽子！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观复兴之路时所讲“真理的味
道非常甜”的故事，这个年轻
人就是陈望道，当时正在翻译
这本《共产党宣言》，那年他 29
岁。 就在这本首译本的封面上
留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将书名
颠倒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那有人要问了，这么明显的错
误在印刷时难道没人发现么？
还真没发现，当时的人们对于
共产党极度陌生， 从未听说。
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国
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
义，什么是共产党。 正是这本
书的到来，将共产主义带到了
中国， 在它出版后的 300 天，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因为“心有所信”，这位青
年， 以忘我的精神传播真理，
这真理的“甜蜜味道”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

在现行版本《共产党宣
言》的结尾处，有一句激励着
许多共产党人的话：“全世界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它正是
由衢州早期共产党员华岗精
准翻译的。

1928年，华岗以共产党员
的身份重新翻译《共产党宣
言》。 为了应对白色恐怖和方便
转移， 他特地在衣服后背的地
方缝制了一个夹层， 用来贴身
保存翻译的手稿。 而当时的中
国共产党经历了成立之初的各
种磨砺， 特别是第一次大革命
的失败， 使参与其中的华岗的
许多感受和想法在这次译著中
都得到了印证和体现。1930年，
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
出版，这年他 27岁。

因为“心有所信”，这位青
年，纵使处境艰难、依然不改初
心， 以自己的坚守让许多革命
青年在白色恐怖中坚定了信
仰、看到了希望。

从马克思、陈望道、华岗
到今天的“8090”，一代又一代
的青年在《共产党宣言》的指
引下，为了民族复兴而前赴后
继。 正因为“心有所信”，他们
跋山涉水，赢下了一个又一个
的胜利。 如今的我们，站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
所写：“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
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 ”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我们已经准备好！ 一定会在祖
国一个个五年征程中，奋力唱
响当代“8090”的青春宣言。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县委组织部 李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