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段革命岁月，让我多次湿了眼眶”

1923年2月4日，那声拉
响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汽
笛，被记得，在回荡；1923年2
月7日，那些用鲜血和生命铸
就的英光，被讲述，在守望。
石琳是一名讲解员，也是一
名文博工作者，在她慷慨激
昂的讲述下，那段革命岁月
浮现于眼前。

“二七塔采用联体双塔结
构，主要是为了纪念汪胜友和
司文德两位烈士。”石琳眼含
热泪，动容地说。

走进二七纪念塔内，穿过
历史的长廊，一幅波澜壮阔的
红色画卷徐徐展开。一柄三
叉形状的汽笛安静地躺在展
柜里，斑驳的表面有了岁月的
痕迹，似一位耄耋之年的老
人，待你走近，待你点亮。

二七纪念馆内，不少人
前来参观学习。面对不同的
观众，这名曾获中宣部“伟大
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大型展览”筹展办展
工作先进个人和河南省博物
馆工作先进个人等众多荣誉
的讲解员，准备了不同版本

的讲稿。“孩子们对这段历史
很陌生，我会尽量把历史事
件以故事的形式，讲解清楚；
遇到年龄大的长辈，我留意
到他们对展柜里的物件感兴
趣，比如粮票、布票和商品标
签等，我会增加和他们的互
动交流”。谈起接待对象，石
琳认为，讲解员不能只会背
稿子，更重要的是拉近和观
众间的距离，力求达到共情。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被
省委宣传部选调到中国国家
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展览’
中，为中央领导及全国各地的
参观者作讲解。那天，我接待
了一对 80多岁的老夫妻，他
们看完展览后非常激动，以至
于和我交谈的声音都有点哽
咽，还一再地向我道谢。令我
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这
位老爷爷又找到我，将他亲手
书写的展览观后感交给了我，
执意要我保存。”石琳动情地
说，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是她最
好的“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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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精神”：
一座联体双塔的传承与守望

暖阳下，一座并联式双塔闪耀
着光芒。塔尖擎起红五星，仿古挑
角飞檐，配以绿色琉璃瓦覆顶，这
里就是二七纪念塔。对于郑州来
说，二七纪念塔不仅是城市地标，
更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二七精
神”为有形的精神之塔。

时光的年轮刻下了二七大罢
工的印迹，也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
注入新的历史内涵。“千里同轨、万
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坚定信念、追
求真理的创新精神，顽强拼搏、勇
为前锋的斗争精神，忠诚为民、不
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在建功立业
的新时代，涵盖了“团结、创新、斗
争、奉献”这四个方面精髓的“二七
精神”，彰来处而知归途。

塔顶的钟楼整点报时演奏起
《东方红》乐曲，悠扬的音符在空中
飞扬。建于1971年的这座承载着
红色基因的纪念塔，栉风沐雨50
余载，见证着郑州这座英雄城市的
发展与变迁。而其所代表的“二七
精神”，也在一代代郑州人中接续
传承，他们用言语去讲述，在工作
中去践行，向时代发出郑州儿女不
忘来处的最强音。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韬 石闯
见习记者 冯晶晶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郑州二七纪
念馆的讲解员石琳。”伴随着纪念塔准点
报时的钟声，石琳以这样的开场白开始一
天的讲解工作。27岁的她，已经在二七
纪念馆工作了5年，累计讲解2100余场。

石琳是地道的郑州人，在二七纪念
塔旁长大，小时候有过多次听塔、望塔、
登塔的经历。“那时候，妈妈经常会讲起
这座塔的来历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过
往。”受妈妈的影响和“二七精神”的感
召，小时候的石琳对这个地标性建筑有
了特殊的情愫。临近大学毕业，当同学
们奔向四面八方时，来自家乡熟悉的钟
声在她耳畔回响，她毅然选择成为一名
二七纪念馆的讲解员。

参加工作5年来，她认真研读“二七大
罢工”的历史，不断提升专业素养能力。
“我们要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把‘二七精
神’转化为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动力，赋
予其时代内涵、时代特质和时代风采。”她
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弘扬红色根
基，讲好“二七”故事，社区的党史专题宣
讲、文物知识进校园、原创社教展演活动，
都能看到她忙碌奔波的身影。每当她筋
疲力尽时，想起当年无数先烈的事迹，总
能让她深受鼓舞，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
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了传承红色基因，追忆峥嵘岁月，讲好红色故
事，凝聚奋斗力量，本报今日推出“光荣的传承”系列报道第五篇——二七精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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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纪念塔钟声的召唤，
是我奔赴的远方”

二七纪念馆讲解员石琳用心用情传承红色精神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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