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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2021年1月20日，记

者走进满洲里红色国际

秘密交通线陈列馆。沙

盘、照片、革命者使用过

的物品和衣物、对接暗号

的工具、各种刑具、被关

押者使用的物品……这

一切都让这座因中东铁

路修建而得名的百年口

岸城市散发出厚重的历

史气息，仿佛正在低声轻

语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

岁月。建党初期，为加强

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联

系，中国共产党依托中东

铁路，经满洲里辟建了这

条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

护送来往于中苏国境的

革命者。这条形成时间较

早、持续时间较长、发挥

作用较大的满洲里红色

秘密交通线，成为通往苏

联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红

色之路”。

“1920年~1937年，共

产国际和中共东北党组

织先后在中东铁路第一

站满洲里建立了国际秘

密交通站，中国共产党许

多早期领导人出席共产

国际会议或被派往苏联

学习、工作，大多由此掩

护出境。1922 年 9 月，陈

独秀率中国共产党代表

团赴苏俄彼得格勒，参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

会，在满洲里红色秘密交

通线的协助下，陈独秀等

人乘火车越过了国境。”

满洲里市原文化局局长

吴铁英向记者介绍这条

“红色秘密交通线”上的

往事。

1927年，大革命失败

后，党中央为了保护革命

后代，先后将一些革命烈

士的遗孤和高级领导干

部的子女，通过满洲里红

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送到

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孩

子们在国际主义大家庭

里，受到了共产主义、集

体主义的教育。新中国成

立前后，孩子们陆续由满

洲里回到祖国。

1928 年 6 月 18 日~7

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

科郊区举行。这是中国共

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

国外召开的具有历史意

义的会议，也是在中国革

命处于危急时刻召开的一

次关键性会议。为了使代

表们安全到达莫斯科，党

中央决定大多数代表途经

大连乘坐中东铁路火车，

由哈尔滨至满洲里出境。

六大结束后许多代表经满

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

回国，满洲里又一次担当

起了护送的重任。

1931年末，中共北满

特委派纪中发和李芳假

扮夫妻，从哈尔滨到了满

洲里，以“晋丰泰”为铺名

筹建一个杂货铺做掩护，

建立了满洲里交通站，主

要任务是护送去苏联和

从苏联回国的革命同志。

百年后的今天，当我

们站在这间挂着“晋丰

泰”名字的杂货铺前，就

像不自觉地打开了一轴

悠长的历史长卷，听它讲

述那催人泪下却又鼓舞

士气的红色故事。

满洲里红色国际秘

密交通站一共存在了 18

个春秋，经过满洲里往返

中苏之间的中共早期领

导人有李大钊、陈独秀、

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

蔡和森等人。

“哈尔滨到满洲里这

条‘红色之路’为中国革

命和世界革命做出了特

殊而重要的贡献，在中国

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那个时

期，数以万计的旅俄华工

冲破当时北京政府的阻

挠，途经满洲里回国，带

回来许多革命书刊，还将

亲身经历的俄国十月革

命情况介绍给中国人民，

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

建 立 与 发 展 壮 大 的 步

伐。”吴铁英说。

2005年，满洲里红色

国际秘密交通线教育基

地被列入全国百家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之一。2005

年初，基地被列入《国家

红 色 旅 游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06年，基地扩建完

工，主要包括纪念广场、

陈列馆等革命历史遗址、

遗迹，是全国唯一以共产

国际为主题的红色旅游

景点。

2007 年 8 月，满洲里

市委、市政府推出了打造

红色后代展厅的创意。展

厅的筹建得到了包括刘

少奇之女刘爱琴、瞿秋白

之女瞿独伊等 20 位红色

后代的关心与支持，他们

为展厅提供了大量线索

和历史资料，以及近百件

珍贵展品和照片。毛泽东

之女李敏、任弼时之女任

远芳等红色后代还专程

来满洲里指导布展工作。

2008年9月24日，红色后

代展厅正式对游人开放。

就在这一天，这些红色后

代们又一次相聚在满洲

里，一起细数往事，感叹

童年的颠沛流离、少年的

战火洗礼。他们还将自己

珍藏多年的图书以及历

史资料捐赠给满洲里红

色展览馆，展厅通过详实

的资料和实物将这段历

史展现给人们，将革命精

神和红色文化传承下去。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之际，满洲里市委

市政府决定建设以中共

六大为主要内容的红色

旅游展馆，展览馆按照

1 ：1 的比例将当年位于

莫斯科近郊的银色别墅

复制到满洲里国门景区

内，内容包括还原中共六

大会议场景，展出六大

文献、照片以及六大人物

模型等。

作为历史的见证，满

洲里红色秘密交通线定

格在1937年的时空里。这

些年，满洲里红色展览馆

接待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和共产党员。作为不灭的

精神，它在每一个时代与

共产党人重新相逢。

2020 年 3 月期间，陆

军第 82 集团军某合成旅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练兵备战，最大限度减少

疫情对军事训练影响，努

力做到练兵备战和疫情

防控“两不误”。

曾在跨区联合演习

中荣立三等功的副连长

张召良说：“是老班长武

文斌的事迹不断激励着

我们前进。”

2008年，这个旅的前

身——原济南军区“叶挺

独立团”赴四川都江堰参

加抗震救灾。26岁的士官

武文斌连续奋战，因劳累

过度牺牲在抗震救灾一

线。

如今，武文斌生前所

在连队每周评选“学习武

文斌标兵战士”，每月评

选“武文斌式优秀共产党

员”。每年的清明节、武文

斌牺牲纪念日等重要日

子，连队都要组织官兵重

温入党誓词，观看影片

《钢铁战士武文斌》，缅怀

英雄，激发斗志。

武文斌出生在河南

省邓州市一个尚武的农

村家庭，从小就对军营充

满向往。高中毕业时，他

被河南一所大学机电一

体化专业录取，却毅然决

然选择从军。

入伍后，武文斌被分

到了原济南军区“叶挺独

立团”一营二连——这也

是红军长征中涌现出“飞

夺泸定桥二十二勇士”的

连队。

武文斌苦练军事技

能，钻研军事知识，学习

科学文化，志在成为一名

最优秀的军人。

2003 年 5 月的专业

考核中，仅仅接受了 3 个

月训练的武文斌，就熟练

掌握了炮手专业的全部

基础练习内容。在随后的

全团“铁军杯”军事比武

中，他勇夺“炮手快瞄课

目”第一名。

5 月 29 日，是“飞夺

泸定桥胜利纪念日”，也

是“红二连”开展“新时期

二十二勇士”评选活动的

日子。

活动开展以来，当选

的“勇士”全部是老兵，直

到这个历史被武文斌改

写——2003年，新兵武文

斌，成为连队有史以来第

一个以半年军龄当选的

“新时期二十二勇士”。

2005 年 7 月，武文斌

以全团第一名的成绩，考

入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测绘学院士官大专班，圆

了自己的军校梦。

2008 年 5 月 13 日凌

晨，武文斌所在部队接到

紧急赴四川地震灾区执

行抗震救灾任务的命令，

原本被连队安排留守的

武文斌主动请战，前往灾

区。

到达灾区后，武文

斌和战友们始终奋战在

抗震救灾第一线。转移

群众，他肩扛背驮走在

最前面；搜救失事飞机，

他不畏艰险，先后 3 次滚

下山坡；灾后重建，他一

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身

上多处被划伤。但他一

直挥汗奋战，拼命工作，

从 未 喊 过 一 声 苦 一 句

累。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武文斌始终坚持在最苦

最累的战斗一线，被战友

们称为“拧不坏的螺丝

刀”。

6 月 9 日，连队奉命

帮灾区群众安装板床，武

文斌抢着承担了繁重的

拧螺丝任务，手套磨破

了，就开始“徒手作业”，

满手都是血泡。战友让他

休息休息，他说：“不碍

事，我们早一分钟把床装

好，群众就少受一分钟的

罪。”

一天下来，全连安装

了 800 多套板床，武文斌

一个人就安装了50多套，

拧了1400多个螺丝。当战

友问他为什么干得这么

快时，他举起打着血泡的

手，自豪地说：“看，我们

铁军都有双铁手！”

6月17日晚，连续劳

累几天的武文斌和战友

们再次执行活动板房的

卸载任务。任务完成后，

他却放弃休息时间，又

去帮助别的班排战友卸

车。当晚 9 时许，武文斌

因过度劳累而导致肺部

出血，经抢救无效光荣

牺牲。

这一天，离武文斌拿

到大学毕业证，只有 12

天。

这一年，他被中央军

委授予“抗震救灾英雄战

士”荣誉称号。

人们会永远铭记这

名战士——

“山崩地裂之时，绿

色的迷彩撑起了生命的

希望，他树起了旗帜，自

己却悄然倒下，在那灾难

的黑色背景下，他26岁的

青春，是最亮的那束光。”

（据新华社报道）

满洲里红色秘密交通线：通往苏联与共产国际的红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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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文斌：抗震救灾英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