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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江洋是在东北出生、东北长大的于都籍红

军后代，1976年参军入伍。2006年，当时副师职

的葛江洋，有四个省厅单位的转业选择，却不顾家

人反对，主动要求自主择业，成为原沈阳军区当年

唯一一位自主择业的师职军官。退役后，“无官一

身轻”的他，婉拒了多家企业的邀请，做起了研究、

宣讲长征文化、长征精神的学者。葛江洋说，希望

把父辈有关长征的事迹再进一步宣讲，让长征精

神在中国人血脉里代代流淌。

葛江洋放弃别人眼里的大好前途，转而探讨、

研究长征，宣讲长征，大家对此不得其解。事情还

得从葛江洋的“红军裁缝父亲”说起——

父亲葛接调，是于都县葛坳乡牛颈村人。葛

接调从小学做裁缝，1928 年参加红军赤卫队，

1929年3月参加了长汀战斗，在攻城时负重伤，身

中 5枪，为“汀州五勇士”之一（档案中记载）。红

四军在长汀战斗中缴获了一批布匹，要给将士们

每人做一套新军服，得知葛接调学过裁缝，红四军

供给部长杨立三找到正在养伤的葛接调，让他去

做军服。

1934年，葛接调随中央纵队从于都河集结出

发，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他的武器

就是一台德国产的“飞人牌”手摇缝纫机，他背着

这台缝纫机走过了雪山草地，胜利到达陕北，还用

这台缝纫机为毛泽东缝制过棉衣。解放东北时，

葛接调成为第一批挺进东北的军队干部，后一直

在东北军区做军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定居沈阳。

1955年，葛接调被授予大校军衔。

葛江洋说，他对父亲的革命事迹了解并不深

入，父亲也从不在他面前宣扬自己，他从父亲生

前的只言片语、父亲的档案及历史资料中，梳理

出父亲一生的足迹。父亲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

的壮举，也没有出神入化般的传奇，有的只是一

名老红军战士、老共产党人对党、对革命的无限

忠诚，还有经历枪林弹雨、生死考验之后，对一切

利禄浮华所表现出的超然和淡漠。葛江洋认为，

拥有一位出生入死走过长征的父亲，是他今生最

大的财富——父亲的力量，指引着他走过人生一

道道坎。

2003年，服役 27年的葛江洋，晋升为解放军

大校军衔。他想起了父亲，父亲 1928年参军，到

1955年被授衔时军龄正是 27年。当葛江洋把自

己佩戴大校军衔的照片，与父亲被授衔时的照片

放到一起时，他内心涌起满腔的激动和不安。“激

动的是，一家两代大校，两个 27年；不安的是，我

怎能和父亲比？根本不敢比。”葛江洋说，父亲的

27年是从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而他

的27年则是和平之旅，没负过伤，没流过血，他不

敢有一丝的得意、自豪和炫耀。

那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葛江洋猛然觉

得，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太少，没有读懂父亲，更

不了解父辈的长征，如果没有找到一个联结点，

他这一代人与父辈的联系就这样断裂了，这让

葛江洋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在父亲的

影响下，在人生高光时刻，葛江洋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自主择业，一切工作从学习父亲、探究长征

文化开始。面对记者的惊讶，葛江洋坦言：“我

用这样一种方式去体味父辈的伟大和艰辛，用

不一样的方式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让长征精神

激励更多的人。”

夙夜在公，只争朝夕。葛江洋全身心投入到

“探究长征”后，将家中两个卧室改成了“长征文

化”资料室，各种有关长征的剪报和资料等琳琅满

目，电脑里还储存了大量文字、影像等资料。如今

的葛江洋，比退役前还忙，细化专题研究，走出去

实地调研，拜访红色文化专家学者，抢救性整理资

料，还常常奔走于宣讲途中，每天的工作安排得满

满当当。

新长征路上的
播火者
□记者萧森 钟清兰 通讯员肖力民 文/图

葛江洋2016年在广州为高校学生宣讲长征精神。

“为了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我愿

用一生来致敬长征，宣讲长征精

神。”葛江洋说，早在长征源宣讲团

成立之前的 2016年，自己就已经开

始宣讲长征文化、传播长征精神。

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之际，大连市金普区文联邀请葛江

洋宣讲长征文化，那是他第一次以宣

讲者身份亮相。主办方让他做好思

想准备，因为是公益讲座，又恰逢星

期日，或许来听讲座的人很多，也可

能很少。用葛江洋的话说，“有思想

准备，人多就讲课，人少就唠嗑。”结果

那个题为“你所不知道的长征”的讲

座，300余人的会场座无虚席，连保

安、保洁人员都挤在门口听讲座。

宣讲一结束，大连财经学院团委两

名学生就堵在了门口，称该学院首创青

年讲堂，想邀请葛江洋以“你所不知道

的长征”开第一讲，葛江洋当即答应。

葛江洋从沈阳来到大连，发现

12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宣讲结束

后学生全体起立、鼓掌，有许多学生

还争着向他要签名、合影。事后，葛

江洋通过视频看到，整个宣讲过程，

学生们目光专注，那渴求的眼神让

他震撼，更让他意识到，处于一个美

好时代的青年，同样需要主流思想

的引领。“以前总觉得现在的孩子不

愿学，那是对他们的误判，问题在于

如何讲好。”通过这次宣讲，葛江洋

明白了如何把长征文化讲活、讲好，

为以后的宣讲奠定了基础，也激发

出自己的澎湃动力。

此后，葛江洋感受到肩上责任千

钧重——传承红色基因，匹夫有责。

葛江洋按照“青年之需、社会之需”设

计宣讲课件，蹚出一条“职业宣讲”之

路。“通过宣讲长征，我也在进行一场

长征。由过去的要我讲，变成我要

讲，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主动宣传长

征文化、长征精神。”葛江洋说。

在越来越强烈的使命感中，截至

2023年7月，葛江洋已完成了近1000场
“长征文化”宣讲，足迹遍布全国近30个
省（市、自治区）。一路走来，葛江洋坚持

宣讲在于奉献，不要报酬，不怕苦，不怕

累，始终以一颗红军后代的赤诚之心，

让长征精神在一次次宣讲中流淌，流进

广大干部群众的脑海，流进广大青少年

的血脉。“长征源宣讲团成立后，不仅我

在做这件事，而且有一个团队在做。”

葛江洋说，只要有人持续宣讲，长征文

化就在延续，更不会被人歪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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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团长，你看看我这个课件还

有什么问题？”

“葛团长，我刚才的宣讲还有哪

些地方需要改进？”

……

8 月 20 日，长征源宣讲团的多

名成员围在葛江洋身边，纷纷向他

取经。在众人眼里，葛江洋是一名

新长征路上的播火者，不仅自己每

天用心用情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长征精神奔走，还带动了一大批各

领域的积极分子参与到宣讲团，投

入到长征文化的宣讲中。

葛江洋常常指导团员备课、学习，

鼓励大家把长征故事讲出去，讲得越

远越好。“葛团长发扬了部队连续作战

的精神，每一次行程安排得特别满，不

怕苦不怕累……”红军后代、退役军人

杨东成说，在葛江洋的引导下，自己成

为长征源宣讲团成员，直接感受到葛

江洋对宣讲长征文化的热情，用热爱

都形容不了，已经到了执着的程度。

杨东成介绍，记得有一次与葛

江洋在消防部门宣讲，期间发生火

情，消防员们赶赴现场扑火，等消防

员灭火回来之后又接着宣讲，宣讲

结束时近凌晨。第二天一早，葛江

洋还赶到边远乡村指导宣讲工作，

下午又接着开场宣讲长征精神，晚

上再参加长征文化研讨活动。像这

种连轴转的安排，在葛江洋的行程

里是常见的，而他始终保持着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宣讲中。

朱青珍是湖北人，嫁到于都，如

今是长征源宣讲团成员。“我文化程

度不高，开始没有信心，担心讲不好，

是葛团长鼓励我、指导我，才对长征

文化有了更多了解，并有勇气到乡村

宣讲。”朱青珍说，过去对赣南并不了

解，加入了宣讲团后，通过翻阅资料、

听宣讲、走访红军后代，学习掌握了

许多长征文化内容。目前，已在 60
个村进行过宣讲，而且每到一处，她

都用村民听得懂的话来讲述。

葛江洋对长征文化宣讲的热情和

敬业精神，深深影响着朱青珍。朱青

珍介绍道，去年国庆节前，葛江洋受邀

到广东番禺，为一个社会组织夏令营

讲授长征故事，可是在散步时不幸骨

折，三天后他没有推辞讲座，为了保证

授课正常进行，他没有马上做手术，硬

是坚持了三天，坐着轮椅上台完成了

三个小时的授课。在场的许多学生和

家长都流下了热泪，他们不仅为长征

精神感动，也为他的这种顽强精神感

动。上课前他吃了止痛药，下课后他

直接住进了医院，第二天就接受了髋

关节置换手术。“葛团长常跟我说，任

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宣讲，你能

够影响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知道长征

文化、长征精神。”朱青珍说。

在葛江洋的带领下，如今的长征源

宣讲团，犹如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了

许多红军后代和各行各业的人参加，打

造了一支由“红军后代+宣讲骨干+志愿

者”组成的宣讲队伍，从一开始的20人
发展到现在的75人，成员有上至73岁
的老人，下至9岁的“小红星”。

为提高宣讲覆盖面，葛江洋要求

宣讲团成员借助互联网技术，把长征

文化、长征精神宣传得更加有声有

色。葛江洋通过“钉钉”APP为河北

传媒学院学生讲述的《在长征集结点

话出发》，获得大量网友点赞；宣讲团

通过腾讯会议APP，给未来设计师·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学生搭

建的“红色云课堂”，辐射了500余所

高校 15万余名师生，一时成为众多

高校热门的话题，很多大学生直言深

受震撼，纷纷表示“今后将时刻用伟

大的长征精神来激励自己”。

三年来，长征源宣讲团成员走遍

长征沿途城市，走进北上广深，讲述自

己祖辈、父辈的长征故事，让一个个长

征故事别样呈现。2022年，于都县长

征源宣讲团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

先进集体”。“对长征历史的最高礼赞，

就是创造新时代的伟大长征；对长征

文化、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就是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葛江洋如是说。

在长征渡口，记者眺望宽阔的于

都河，回想当年红军从这里集结远

征，耳边回响起“再出发”的伟大召

唤。新长征路上，我们都是红色基因

的传承者，都是长征精神的播火者，

一起铿锵前行，朝着新的征程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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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归零”后，葛江洋把更

多的时间用于读懂父辈的长征。他

通过回忆父亲讲述的长征，父亲的

档案资料，再查阅历史资料，还原父

亲走过的革命征程，了解父辈在革

命事业中取得胜利的“来之不易”。

十多年来，葛江洋 6 次怀揣资

料重走长征路，十余次登上井冈山，

收集整理了几百本党史、军史方面

的书籍和史料，撰写了大量关于长

征的论文、随笔和讲义，先后在《党

史纵横》《解放军报》《作家文摘》《辽

海散文》等报刊上公开发表。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

地，葛江洋过去只是在书本、在父亲

的介绍中获取关于它的印象，几十年

都没有踏上过这片红土地。如今，葛

江洋带着美好的憧憬，回到父亲出生

和革命事业出发的地方，用心用情践

使命。葛江洋说，只有深入到这片红

土地，才能对父亲有更多的了解，才

能对父辈的长征有更多的认识，才能

为这片神圣的土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葛江洋听父亲说过，当年家乡一

共有63名兄弟和父亲一起参加红军，

而新中国成立后，能联系上的仅有3
人。当问及父亲离开家乡后，为何只

有两次回到于都，父亲总是声音低沉

地哀叹：“出来闹革命63人，60人没有

音讯了，对不起革命兄弟的亲人啊！”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革

命战争时期，赣南有名有姓的烈士

就达10.8539万人，赣南苏区为新中

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和重大牺

牲。因此，葛江洋在赣南的土地上，

读懂了父亲，读懂了父辈的革命。

2003年7月1日，在晋升为大校

那年，葛江洋第一次回到于都。“我

当时一踏上赣南这块红土地，心中

就涌起一股暖流，真是眼泪都掉下

来了。”葛江洋说，他瞻仰了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参观了家乡的

老房子，当时天气特别热，身上湿透

了，但他仍然坚持穿军装，“这是对

革命圣地、对父辈的敬意，我要始终

保持敬仰之心、缅怀之情。”

这次回乡，葛江洋体味到血浓于

水的深深感情，他通宵达旦地把在故

乡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落在笔端，写

在纸上，还在全国一些报刊上发表了

多篇关于赣州、于都的文章，以示对父

辈的缅怀。“父亲那一辈的功劳属于他

们那一代人，没有什么值得炫耀，我们

是红军后代，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怎么

做？应该为家乡做点什么？”带着这样

的思考，葛江洋用脚丈量这片红土地，

萌发出扎根家乡、回报家乡的想法。

2018年，葛江洋受邀参加长征

文化研讨会，并作为于都红军后代发

言，他发言中的观点“于都是长征集

结出发地，长征是人间奇迹，长征改

变了中国”，让与会嘉宾很震撼，那也

是他正式回到于都的一个契机。

2020年 5月 20日，于都县正式

成立长征源宣讲团，邀请葛江洋出

任团长。此时的葛江洋，虽已年过

花甲，却毫不推辞，又重披征衣，担

负起了这个神圣而光荣的职责。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

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

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得到

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986万赣南苏

区儿女投身于新时代赣南苏区振兴

发展、奋力推进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建设的火热实践中。

葛江洋回乡投身这场火热实

践，在做好宣讲长征精神的同时，还

持续帮扶当地学校。三年前，葛江

洋帮扶于都县作协建立了长征源文

学网站，与北京银河悦读网站联手，

集中撰写于都红色故事，每年从自

己的退役金中拿出 1万元资助建立

了长征源文学新苗创作基金。为葛

坳牛颈小学的师生购买学习、生活

用品，以及乒乓球桌等体育锻炼设

施，建立图书室。每年教师节到来

时，他都要为全校教师赠送礼物，从

双肩包到旅游鞋；今年教师节来临之

际，他又为全校教师每人购买了一只

不锈钢保温杯。他的一个朴素的愿

望，就是让师生们知道，远去的红军

爷爷有一位后人在惦念着他们。

征程万里风正劲，扬鞭奋进马蹄

疾。葛江洋带领宣讲团75名成员，奔

赴建设一线，给建设者鼓劲加油，获

得热烈反响。同时，葛江洋在用自己

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

量，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

征精神的全国宣讲。“对我来说，如今

的长征路就是要将长征故事、长征文

化宣讲好，让长征精神影响更多

人。”葛江洋铿锵有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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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0日，在江西和赣州视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

发地赣州市于都县，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花篮。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外广场，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大家：现在是新的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

986万赣南红土地儿女同全国人民一道，牢记殷殷嘱托，饮水思源、感恩奋进。在新时代的长征

路上，在赣南籍老红军后代中，有一位副师职军官葛江洋，主动“解甲归田”，以“红军传人”的身份，奔

走在全国各地，宣讲长征故事、中国故事。目前，葛江洋已开展近1000场有关长征文化、

长征精神的宣讲，被人们誉为“新长征路上的播火者”。 ——题记

葛江洋在牛颈小学看望家乡的孩子们并一起合影。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塑造，时代所需，是走

好新长征路的关键所在。

初秋的于都葛坳山乡，到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牛颈小学

的孩子们正在聆听感人的长征故事，他们仰望山外，畅想未来。“高

举红军爷爷的旗帜，做新时代好少年”“沿着革命先烈道路，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一声声信仰力量的回响，是青

少年立志成才报国报乡的宏大志向。

点燃少年梦想的是一位老红军后代，他叫葛江洋，是

原沈阳军区某部副师职军官、大校军衔，现为长征文化、

红色文化和国防文化学者，于都县长征源宣讲团团长。

“父亲是从这里踏上革命道路的，63人一同出发，

而新中国成立后只剩下3人……”8月20日，今年65

岁的他，在井冈山宣讲完，又一次回到父亲参加长征

集结出发地的于都县，从小人物的故事讲起，从点点滴滴

讲起，给当地基层干部和学生宣讲长征文化、长征精神，播

撒思想的火种、点燃思想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