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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５月９～１２日，我参加了校工会组织的青年教师社会实践湖南行活动。
在几天的行程中，我们一行１８人先后到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爱晚亭、韶山毛泽东故居、
毛主席铜像广场、毛主席家史馆、贺龙的故乡张家界等地参观，既重温了一代伟人的豪

情壮志、丰功伟绩，又感受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领略了祖国的秀美山川。这次红色

之旅，让我受益匪浅。

参观活动的第一站是长沙橘子洲头和爱晚亭。橘子洲，浮卧于湖南长沙市区湘江

之中，绵延十里。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常与同学和友人到橘子

洲头搏浪击水，探求真理，议论国事。１９２５年，毛泽东在此写就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沁
园春·长沙》，在２００９年他诞辰１１６周年之际，长沙市在此建造了毛泽东艺术雕像，再
现青年毛泽东的风华正茂，创建了橘子洲头新的人文历史景观。爱晚亭坐落于湖南长

沙市的岳麓山上，建在三峰环抱之中，四周为枫林。初夏时节的爱晚亭满眼新绿，景色

迷人。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常与蔡和森、罗学瓒等进步学生来这里学习，研究和探

讨革命真理。在橘子洲头和爱晚亭下，我们体会到了领袖心忧天下、济世救民的壮志

豪情。

参观活动的第二站是韶山毛泽东故居。韶山隶属于湘潭市，韶山和毛主席，对于

太多的中国人来说都存在特殊的情结。这是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一直到近代它都是

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伟人毛泽东就出生在这里，并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韶山留下

了毛主席青少年时期求学、生活及从事革命活动的许多遗迹。韶山冲上屋场有一栋坐

南朝北的“凹”字型农舍，这里就是毛主席的诞生地。故居中共有房屋１８间，１８９３年
１２月２６日毛主席诞生在这里并在此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直至１９１０年的秋天离
开这里外出求学。故居陈列物品中有许多是原物，卧室中的床、书桌和衣柜，堂屋中的

方桌和板凳，厨房中的大水缸和碗柜，农具室中的石磨、水车和大木耙等，都曾留下过

毛主席的印迹。他的卧室顶上有天窗，顺楼梯可攀上屋顶。１９２５年６月，他在这里召
开了秘密会议，建立了韶山的第一个中共支部。故居前面是一口长满荷花的池塘，叫

南岸塘；在其附近１００米左右的地方，就是毛主席少年时代读书的私塾———南岸。看
到毛主席故居倍感亲切，这里的一切仿佛早已为我们熟知。一代伟人诞生于此，并在

这口池塘中嬉戏，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伟人的气息。就在这个直至今日仍很偏僻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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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走出了一位经天纬地、做出了惊天动地事业的伟人。一时间，我依稀看到一位少

年，坐在池塘边，构想着未来中国的前途。参观毛泽东故居后，我们又来到毛泽东广场

参观毛主席铜像。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０日，江泽民同志亲自为毛主席铜像揭幕，据说当时
出现了许多奇特现象。从毛主席铜像屹立在这里时起，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游人来到

毛主席的铜像前献花、敬礼，我们也在铜像前向他老人家三鞠躬，寄托我们对主席的怀

念和敬仰之情。参观毛泽东故居、毛泽东铜像广场，使我对毛泽东的一生有了充分了

解。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而他却下决心实

现自己的目标。

参观活动的第三站是贺龙的家乡张家界。贺龙的家乡在张家界市桑植县，１９８５
年，桑植县委、县政府经多次研究后决定隆重举行纪念贺龙诞辰９０周年大会，并为贺
龙塑像。贺龙铜像安置在张家界核心景区天子山贺龙公园内，这是为了纪念贺龙元帅

诞辰９０周年而兴建的一所融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公园，１９９５年江泽民总书记为公园题
写园名。公园内，我国近百年来设计和铸造的最大一尊铜像———贺龙铜像（高６５米，
重９吨多）栩栩如生，再现了贺龙元帅的鲜明形象：浓眉大眼、八字胡须，右手小臂提
起，握着烟斗，微笑地注视着家乡的石峰峭壁；身边一匹战马，低下头颅，似乎在等待主

人扬鞭踏上征途。贺龙铜像的造型象征着贺龙元帅的戎马生涯，寓意着元帅与武陵奇

峰、湘西人民永世共存。参观当天天气晴朗，阳光照射在贺龙元帅身上，为他披上了一

层金灿灿的光泽。在元帅铜像前，我伫立良久，历代忠诚将帅命运多舛，但正是因为他

的一身正气深受民众爱戴，为人民所敬仰。

一路走来，一路震撼。来到这些精神圣地，不知不觉就有一种心灵上的净化感。

这次红色之旅，我们不仅欣赏到了湘赣二地清幽、俊美的自然风光，更圆了自己红色之

旅的梦想，我们参观的景点都与那段红色的历史有关。如今，硝烟散去，血迹不再，只

留下静静的墓园、葱郁的山林，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去回想艰苦年代的生死考验、

血泪洗礼。没有这里的英烈就没有我们和平的生活；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我

们今天现代化的建设。对我们来说，红色之旅不是一般意义的特色旅游，一座座历史

遗址不仅有其独特的思想教育作用，而且它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它的文化色彩、历史风

貌以及自然风光，都会对我们产生永久的魅力，为我们留下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作

为革命的后继者，作为大学教师，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凝心聚力，奋发图强，我们要把红色的革命传统带回来，代代相传，成为实现中华民族

全面复兴的永久动力。

此外，我深刻体会到“实事求是”至理名言的重要性。教学工作不是靠高高在上

的理论讲解，而是要结合学生实际需求和客观学习规律，认真设计课堂内容，研究恰当

的教学方法，真正实事求是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能力；同样，从

事科学研究也要讲求“实事求是”，这是科学的基本精神，丢了这４个字，什么科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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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就都谈不上。科研工作要立足真实的社会问题，大学中的教研人员要像老一辈两

弹一星的科研人员那样，有一种精神、拼劲、不折不挠。科研来不得一点虚假，实事求

是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品德素质；实事求是不仅体现在大的方面，也体现在小的细节

方面，时时事事都争取做到实事求是，那么，科研的前景将一片灿烂。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缅怀毛泽东主席、贺龙元帅这些在

潇湘这块土地上出生、成长的前辈伟人，他们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成就一番伟业，光照

后世。回想红军长征的艰辛、为革命的成功前仆后继，创立新中国的不易，我们作为同

一块土地哺育出来的后人，要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精神营养，增强战胜困难、继续前进

的勇气，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对自己要求严一点，对其他人好一点。求得自

己的身体与心灵、工作与生活、自己与他人多方面的和谐，最后求得整个社会的和谐，

用实际行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真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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