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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之旅———韶山之行的思考

安工学院　郝鹏鹏

２０１３年５月９～１２日，校工会组织青年教师赴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
进行参观考察。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教师，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这次考察活动

是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也是一次师德师风教育活动。通过

这次参观考察，我们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认真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素质，充分调动了教育

教学的积极性。下面就本次参观考察做总结汇报。

考察的第一站：橘子洲头。橘子洲头又名水陆洲，全长５公里，宽４０～２００米。橘
子洲是一座承接历史的桥，她浸染着湖湘文化，形成了浓厚的历史底蕴。南面朱熹、张

轼往来于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讲学过江的朱张渡，诠释着八百年前湖湘子弟求学的盛

况；水陆寺、拱极楼讲述着元代宗教文化的兴盛；曾国藩操练水上湘军的号声依稀回荡

在橘洲上空；饱经风霜的外国领事馆、高级别墅则见证着长沙开埠后的历史；毛主席站

在橘子洲头发出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天问更是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毛

主席对橘洲情有独钟。在青年时代，毛主席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时就常和同学、好友

到洲头搏浪击水，议论国事。

１９２５年，毛主席挥就脍炙人口的诗篇《沁园春·长沙》，抒发了济世救民的豪情壮
志。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尽管日理万机，但回湖南视察仍七次到橘洲附近的湘江水

域游泳。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４日，毛主席从武汉来湖南视察，一下火车就乘车直赴猴子石，
下水游了一个多小时，从今日的揽岳亭登上橘洲。在洲上，毛主席走访菜农，接见小学

师生，并与他们合影，至今仍给人们留下温馨幸福的回忆。１９７４年，毛主席最后一次
回湖南已８１岁高龄，１０月１５日清晨，他执意乘车到橘子洲头。１２月上旬的一天，毛
主席又提出到湘江游泳，因水温太低，只好作罢。

考察的第二站：岳麓山。岳麓山海拔３００８米，连峦叠峰数十公里，有如一道天然
屏障，横亘长沙市区西面。主峰云麓石骨苍秀，廊殿楼阁依山畔石。岳麓山荟萃了湘

楚文化的精华，名胜古迹繁多，革命圣迹遍布且植物资源丰富。白鹤泉、禹王碑、舍利

塔、飞来石、自来钟、穿石坡等皆分布在山林岳壑之间；山中现有植物１７４科５５９属９７７
种，其中，晋朝的罗汉松、唐代的银杏、宋时的香樟、明清的枫栗均系千年古树，老干虬

枝，苍劲挺拔，高耸入云，枫梓、松栗，虬枝曲干，蓊郁青葱；山涧泉流终年不涸，颇有清

２７１



湖湘调研篇

幽之感；每到秋冬之交，红枫丛林尽染，红橘挂满枝头，麓山更加艳丽。坐落在山中的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冠。

地处青枫峡的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的爱晚亭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新中国成立前，

爱晚亭已破败不堪，四周荒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曾五次修复爱晚亭。毛主席青

年时代在第一师范求学，常与罗学瓒、张昆弟等人一起到岳麓书院，与蔡和森聚会于爱

晚亭下，纵谈时局，探求真理。因为这个缘故，１９５２年重修爱晚亭时，湖南大学校长李
达致书毛主席，请求提书亭名，毛主席愉快地接受了请求。１９６９年，岳麓山公园重修，
镌刻毛主席草书手迹的《沁园春·长沙》于藻井内，更为古亭增添了光彩。在国际交

往中，爱晚亭的知名度也与日俱增。长沙市与日本鹿儿岛市结为友好城市后，爱晚亭

作为古城长沙的象征，按其规制仿建于鹿儿岛市，以纪念中日两国人民友谊长存。

考察的第三站：毛主席故居。来到毛主席的故乡湖南韶山后，我们怀着无比崇敬

的心情先参观游览了毛主席故居。毛主席故居位于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土地

冲上屋场，系土木结构的“凹”字型建筑，坐南偏东，东边是毛主席的家，西边是邻居

家，中间堂屋两家共用。

故居建于“中华民国”初年，为南方农宅形式，背山面水，泥砖墙，青瓦顶，一明二

次二梢间，左右辅以厢房，进深二间，后有天井、杂屋，共 １３间半，总建筑面积为
４７２９２平方米。１９２９年，故居被国民党政府没收，遭到破坏，１９５０年按原貌修复。故
居已经维修几次，现在门额之“毛泽东同志故居”匾是邓小平同志于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７日
所题。故居陈列物品中有许多是原物，毛主席卧室中的床、书桌和衣柜，毛主席父母卧

室中的床、衣柜、书桌、长睡椅和摺衣凳，堂屋中的两张方桌、两条板凳和神龛，厨房中

的大水缸和碗柜，农具室中的石磨、水车和大木耙等，皆曾留下过毛主席及其亲人的印

迹。故居前有一口池塘，塘中有荷花，故名荷花塘；与其毗邻的是南岸塘。荷花塘与南

岸塘绿水莹莹，微风过处，荡起缕缕涟漪。放眼青山、绿水、苍松和翠竹，把这栋普通农

舍映衬得生机盎然。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毛主席诞生于此，在这里生活了１７年；１９１０
年秋，毛主席胸怀救国救民的大志外出求学；１９１２年春，毛主席回到这里教育亲人投
身革命；１９２５年和１９２７年毛主席回乡领导过农民运动，在这里召开过各种小型会议，
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１９５９年６月，毛主席回乡视察时曾来到这里。因此，毛主席故
居既是一代伟人毛主席诞生的地方，又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中国农村最早的党组织———

韶山党支部的地方。

考察的第四站：毛主席铜像广场。一代伟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铜像

矗立在韶山冲广场。这里背衬韶峰，是韶山冲的中心，距主席故居、毛氏宗祠、毛泽东

纪念馆都很近。主席铜像是按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形象设计的，坐西南、朝东北，主席

身躯伟岸，双手握书卷，身着中山装，双眼炯炯，微露笑容，神采奕奕。铜像高６米，红
花岗石基座高４１米，全高１０１米，铜像重３７吨。基座上，江泽民总书记专门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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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泽东同志”五个大字金光闪烁。主席铜像广场十分雄伟，植有松、柏，花坛中则

植有冬青、山茶、月季等花卉。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０日，江泽民总书记专程来到韶山，为毛泽东铜像揭幕。我们在这
里瞻仰伟人雄姿，深切怀念毛主席，感受一代伟人骄人的风采和无往而不前的巨大

力量。

考察的第五站：毛氏家史馆。通过导游介绍，我们参观了解了毛主席的革命家史。

毛主席时时刻刻教育他的亲人要有“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的情怀，他是这样

教育的，他的亲人也是这样实践的。

在早年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的６位亲人为革命而牺牲，其中包括：他的夫人杨开
慧被敌人残酷杀害，英勇献身；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相继被敌人杀害，英勇

牺牲；１９岁的侄子毛楚雄也被反动派活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家卫国，毛主席的长
子毛岸英又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朝鲜战场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毛主席虽然也有儿女

情长，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他更深刻地知道中

国革命的任重道远，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奋勇前行、前仆后继的精神，成就

了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新中国的千秋功业，我们也因此永远记住了一代伟人毛主席

坚苦卓绝的奋斗史。

这次韶山之行不仅让我欣赏到了湖南清幽俊美的自然风光，让我看到了琳琅满目

的文物古迹，让我听到了神奇迷人的动人故事，而且更让我重温了峥嵘多难的中国历

史，我感到收获颇丰。我不但进一步知晓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伟大的过去岁月，还进一

步走进了毛主席的普通生活，也进一步领略了毛泽东思想的博大精深，更进一步了解

了毛主席的传奇一生。毛主席不仅仅是一个伟人，一个万人敬仰的英雄，一个挽救深

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旧中国的风云人物，同时还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

个简单生活的平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正是这样一种平凡生活衬托出了毛主

席的不平凡。

在参观考察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在思考：在新中国出生、求学和工作的我们，在

红旗下生活、生长和进步的我们，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又该怎样定位自己的理想与追

求？在今后的悠悠岁月中，又该怎样实现自己的抱负与梦想？在未来的长长征途中，

又该怎样展示自己的情怀与魅力？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教师，我要铭记毛主席的谆谆教

导，恪守毛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脚踏实地地做好教学科研工作，为

民族振兴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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