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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传承

像张买江一样身体力行宣
讲红旗渠精神的，在林州市还有
很多人，其中就包括红旗渠林虑
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青年干部
牛琳琳。

“作为红旗渠建设者的后代，
我的使命就是呵护好这条‘生命
渠’，传承好红旗渠精神，把爷爷、
奶奶给我讲述的红旗渠故事不断
讲给后来人听，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在一次红色故事讲解员大
赛中，牛琳琳作为参赛者这样说。

牛琳琳是林州小池口村人，爷

爷奶奶都是老党员，曾经担任村支
书的爷爷当年就是红旗渠的建设
者，牛琳琳从小就对红旗渠的故事
耳濡目染。在她儿时的记忆中，爷
爷奶奶拿着原始简陋的工具跟她
讲：“看，这就是当年我们修渠的工
具。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工具把渠
建成，你们这一代才有了水喝。”

在红旗渠精神的影响下，在
祖辈人的熏陶下，牛琳琳报考了
旅游专业，毕业后考到了林州市
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从事接
待讲解的工作。参加工作十余

年，牛琳琳先后接待了大小参观
团体千余次，完成了多项重大活
动的讲解和接待任务，荣获河南
省“优秀导游员”等多项荣誉。

牛琳琳会根据接待人群的不
同量身定制不同类型的讲解风
格。“比如党员干部，讲解方向就会
偏重党性修养；在企业讲解，就会
偏重红旗渠的科学管理；给小朋友
们讲，就会更侧重故事性。”为了让
不同类型的人群充分理解和体会
红旗渠精神，同一内容牛琳琳会
准备十几种不同版本的解说词。

同一内容准备了十几种解说词

张买江永远记得，1966年红
旗渠终于修到了他的家乡。村子
里通水的那晚，他的母亲在池塘边
坐了一整夜，看了一整夜。天亮
时，母亲对来挑水的村民们提了一
个要求，希望张买江来挑第一桶
水，乡亲们欣然应允。时任《河南
日报》记者的张一弓用相机将他
挑水的情形定格了下来，至今张
买江仍然精心保存着这张照片。

“我把水挑回家之后还有一个
故事。”张买江告诉记者，他上完工回
家，发现家里火也灭了饭也没做。
他四处寻找，最后在父亲的坟前找
到了昏厥的母亲，原来母亲把渠水
浇到父亲的坟前后，哭晕了过去。

红旗渠修了 10年，张买江在
工地上待了 9年，和红旗渠一同
成长。后来，在张买江的教育和
影响下，他的儿子张学义也接下

了担子，成为合涧渠管所的一名
护渠人，一家三代全部投身红旗
渠修建与护理工作之中。“我修成
了渠，你去管好渠用好水，处处为
人民服务，也是为党工作。”张买
江这样交代儿子。

谈起在宣扬红色精神之路上
还会走多久时，张买江笑呵呵地
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一
直讲下去。”

牛琳琳自豪地告诉记者：“作
为一个林州人，对于红旗渠有一
种与生俱来的感情。如果不是这
条渠，我们的生活肯定不会是现
在这个样子。我作为林州人就有
这种情怀，即便是在休息时间，我
也会到景区里进行志愿讲解。”

2020年 11月，牛琳琳发起并
成立了一支红旗渠故事会志愿服
务队，专门宣讲红旗渠故事。团
队现在有二三十人，自发在学校、

乡村、机关等地，以面对面宣讲、
线上直播等形式讲解有关红旗渠
的故事。如今，一个个志愿服务
队成员散落在各个角落，身体力
行传播着红旗渠的故事，传承着
红旗渠精神。

“坚持十几年讲解红旗渠精
神，辛苦肯定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满
足和成就感。每次讲解完看到大家
眼含热泪，为红旗渠精神所打动的
时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激

励。还有人听完之后会加我的微
信，跟我聊一聊自己的感受，这时候
会觉得自己的付出非常有价值。”牛
琳琳深情表示。

如今，红旗渠修建中劈山凿
石、炮声隆隆的岁月虽已远去，但
红旗渠精神却历久弥新，永不过
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一
面重要旗帜。旌旗猎猎，指引着
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自发成立红旗渠故事会志愿服务队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一直讲下去”

今年74岁的修渠特等劳动模范
张买江，一直奔走在红旗渠精神的
传播之路上。如今的他，依旧精神
矍铄，声如洪钟。

十多年来，传播红旗渠精神已
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在红旗
渠干部学院，在全国各地，对党员干
部、大学生、群众……他把红旗渠的
故事讲给很多人听。

张买江的红色课堂上，故事往
往从为何要修建红旗渠开始。即使
已讲过千百遍，但每一次讲解，老人
依旧激情饱满地回顾着那大干一
场、不实现“引漳入林”誓不还的岁
月和精神。每每讲到动情处，台下
的听众们早已热泪盈眶。

“1960年 2月 10日，红旗渠工程
正式启动，同年5月13日，我的父亲张
运仁在工地上牺牲。”时隔60余年，张
买江仍然清晰地记得这两个日子。
他的父亲张运仁作为第一批修渠的
工人，在疏散工友躲炮时被飞石击中
头部牺牲，留下了孤儿寡母艰难度日。

“父亲牺牲以后，我和母亲每天
都要跑5公里去挑水。有一次我母亲
去挑水，差点掉进湖里淹死，好在被
人救了上来。她湿淋淋地回到家后，
在1961年正月里就把我送到了工地
上。”张买江告诉记者，当时的他只有
13岁，工地的领导们认为他太小不肯
让他留下，但是母亲赵翠英坚持把他
留在了工地上，并且告诉张买江“不
把水带回去，就不要回这个家”。

就这样，13岁的张买江成了红旗
渠修建工地上年龄最小的修渠人。虽
然年龄小，但是他专挑重活儿来干，背
钢钎，磨钻头，干木工，学点炮……“需
要什么就干什么，当时来采访的新华社
记者穆青，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老
虎’。”提起这段往事，张买江很是自豪。

工地上年龄最小的修渠人

新老两代接棒传承红旗渠精神
让红色故事“声”入人心

安阳林州有这样一条人工修建出的
灌渠，它如银色素练蜿蜒缠绕在太行山
腰间。站在渠水边，仰头望峭壁之上云
雾弥漫，俯身看脚下壁立千仞，碧色的渠
水悬空静静流淌，无声诉说历史和先辈
们的英勇和荣光，这就是“人工天河”红
旗渠。10万林县儿女耗时近10年，削平
1250座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开凿
211个隧洞，终于实现了“引漳入林”，更
诞生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这举世瞩目的红旗渠精神。

时光无言，精神不朽。林县人民共
同书写出的这部不朽史诗，在新老一代
又一代人之间接棒传承，他们用自己的
方式身体力行传播着红旗渠精神，立志
为红色精神的传承事业终生奋斗。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韬 石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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