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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电视剧《觉醒年代》，我在思
考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
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的？又是如何
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成就了今天的
盛世中华？这一次的研学打卡，我找
到了一些答案。

冯定，宁波慈城镇人，中国著名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在老
师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位于江北慈
城古镇的布政房，走进了冯定故居。

冯定故居纪念馆共有四个展区
和一个影音室。展馆内，我驻足观看
了冯定的手稿、著作、照片和生前使
用的物品，了解冯定的人生、工作情
况、成果贡献等，让我印象最深的无
疑就是那本《平凡的真理》，这本书在
展台上陈列了好几种版本，每一种版
本都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慈城是我生长的地方，但与老
师、同学们一起通过研学打卡，认识
了这样一位共产主义战士，这又是一
番别样感受。

正如冯定在《平凡的真理》一书

中所阐述的人生最有意义的行动是
改造世界。在1921年，那个中国即
将被开除地球“球籍”的年代，正是李
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
人带领中国人民革命，用行动改造了
世界。现在的中国，离不开当时他们
的奋斗，而未来的中国，则离不开我
们的奋斗。

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这盛世之
中华。逆境总是有的，人生就是进击！

10月28日，宁波市中原
小学全体师生在龙观乡红色
研学基地开展了校外国防教
育主题研学活动。我们五六
年级的同学怀着兴奋的心
情，来到李岙村李敏故居。

第一站：参观李敏故居，
学习坚定信念

走进革命烈士李敏女士
故居，昏暗的灯光映照着“真
实”的场景——小小的水杯、
各种各样的革命斗争遗物
……我们一边看，一边听着
讲解员声情并茂、耐心细致
的解说，我仿佛看到了李敏
女士英勇就义的场景——年
轻的李敏宁死不屈并且高呼
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随后恼羞成
怒的敌人用刺刀将她杀害。

李敏时任中共樟水区委
书记，以毓英小学为掩护点
进行工作。1943年11月，李
敏调任中共鄞江区委书记。
她率工作组翻山越岭，昼伏
夜出，领导群众共同抗敌。
1944 年 2 月 21 日，国民党

“浙保”二团进村搜捕，李敏
在龙观乡后隆村被捕。当天
下午4时，敌人将李敏押到樟
村街十字路上，绑在一根木
柱子上。她被连刺27刀，壮
烈牺牲，被誉为“浙东刘胡
兰”。

参观了李敏故居后，我
们进行了多项实践活动。拔
河比赛让我们感受到团结的
力量，体会到了李敏女士那
个时代的精神；内务整理中，
教官为我们演示“豆腐块”被
子的叠法以及各项内务的整
理方法，让我们深入体会到
了革命的生活。

平凡中铸就伟大，从李
敏身上，我们应该学习的是
对党忠诚、无怨无悔的坚定
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用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的誓
言；我们应该学习的是艰苦
奋斗、吃苦耐劳的优良品
质，我们不断向英雄靠近，
争做时代新青年，奋斗出美
丽人生！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
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
胜于欧洲。”国家强盛的未来
靠的是我们中国少年，重任在
肩，我将努力学习，强健体魄，
沿着红色路前进，前进！

第二站：体验“重走长征
路”，学习吃苦精神

参观完李敏故居，我们
前往半山伴水度假村开展教
育实践活动。

同学们站军姿、叠被子、
体验“陆地之王”坦克等军
事活动。我们六年级的学
生还体验了“重走长征路”，
沿着碧绿的水库，攀着崎岖
的山路，踏着碎石小道，徒
步前进。

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小时
路程，但没走到一半，大家脚
底阵阵生疼，两条腿像灌了
铅似的抬不起来，有的同学
甚至开始抱怨。回想当年红
军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
爬雪山、过草地，上有飞机轰
炸，后有敌军追击，那是多么
艰难啊！我们才走了这么点
路就受不了了，真是太羞愧
了。于是我们互相鼓励，互
相帮助，一路朝着目的地前
进，绝不言退。

这次“星火”研学活动，
让我们走出校园，走进红色
基地，感受革命先辈风姿，追
寻长征精神，让我们做个新
时代的好少年，追寻火红的
太阳，追寻金色的理想！

红色星火研学路，中原
精神代代传！

参观李敏、柔石故居，体验“长征路”……

追寻红色星光 吾辈奋发图强
宁波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不仅有党的重大事件纪念地、

会议旧址、名人故居等，也有后人为了纪念先辈修建的革命烈士纪

念地、博物馆等，红色文化根脉深厚。本期，学生们走进名人故居，感

受他们的人生历程，从中汲取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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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乡，柔石,浙江宁海人。
姓赵，名平福，又名平复，笔名金桥。
金秋十月的一天，我怀着无限崇敬的
心情和妈妈一起，访问了柔石故居。

柔石故居坐落在宁海县城关西
门。热闹的城市里，一个安静雅致的
旧式砖木结构三合院坐落于此。踏
着一条碎石和石板铺成的小路，我们
走近一道富有浙东风味的大门，抬头
看，门上挂着鲁迅夫人许广平同志题
写的“柔石故居”匾额。

走进院里，映入眼帘的是那棵高
大的桂花树。树枝上点缀着零零星
星的花苞，散发着迷人香气。我在
想，也许柔石爷爷小时候就在这棵桂
花树下玩耍。

院子不大，卵石地基，正面为堂
前厅，立着柔石的半身铜像，炯炯目
光向前。

柔石先生是伟大的革命者，作

家，教育家。他写下了《二月》《为奴
隶的母亲》等脍炙人口的杰作，为我
国新文学史增添了宝贵一页。作为
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也要坚定地继
承先生的遗愿，始终不忘“金桥”和

“柔石”。

探访柔石故居探访柔石故居

宁海县梅林中心小学
202班 林夏
405班 刘宇宸
指导老师：张方方
研学地点：柔石故居

刘宇宸在柔石故居。

宁波经贸学校
20国商五年班 蔡卓蒙
指导教师：金奕成
研学地点：冯定故居

奋斗青春奋斗青春，，进击人生进击人生

蔡卓蒙在冯定故居。

红色星火研学路红色星火研学路

宁波市中原小学
602班 卓雨桐 601班 李金璇
指导老师：洪薇 孙霞
研学地点：海曙区红色研学基地（龙观乡李

岙村李敏故居、半山伴水研学基地）

同学们在龙观革命史迹陈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