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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踏青寻文脉
雪浪山状元文化盛宴不停

本报讯“不仅有市集，还有情景剧
表演，整个活动真的很有古时候的感
觉，充满烟火气。”市民王女士开心地表
示。整个清明节假日期间，无锡市雪浪
山景区以“千年状元文化”为核心，融合
春日雅趣，推出五大沉浸式体验活动，
邀游客在山水墨香中感受历史与自然
的交融。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无锡首
位状元蒋重珍在雪浪山潜心治学，并创
立“蒋子书院”。书院依山傍水，竹林掩
映，至今保留着蒋子阁、龙字碑廊、科举
文化馆等历史遗迹，雪浪山独特的状元
文化更是影响深远。漫步在状元路上，
古韵市集热闹非凡。灯笼高悬的摊位
间，状元笔、古籍文创、非遗手作琳琅满
目，更有“货郎挑担”穿行派送状元糖、
祈福气球。

雪浪山的文脉亦深植于茶文化中。
据《无锡市志》载，雪浪山产茶始于宋代，
盛于明，名于清初，现存148棵古茶树，
其茶叶“色青不浑浊，芳香不刺鼻”。活
动期间，“状元茶会”特邀专业茶艺师展
示传统泡茶技艺和茶道礼仪，游客可细
品“雪浪贡茶”，聆听文人以茶会友、以茶
明志的雅事。景区还特设汉服妆造馆，
提供百套精致汉服，游客可身着襦裙，执
伞漫步书院回廊，或于樱花树下抚琴品
茗，拍摄属于自己的古风大片。

值得一提的是，为增强互动性，景
区还设计了一系列文化闯关活动。穿
过刻着“蒋子书院”匾额的牌坊，在讲解
员带领下解锁蒋重珍的求学往事，游客
们迫不及待地参与《茶谜猜猜猜》《茶叶
拼图》《传统拓印》等游戏。现场不少人
都顺利集齐了“通关文牒”，兑换到一份
惊喜礼品。

后续，雪浪山景区将围绕蒋重珍与
雪浪山的历史渊源，进一步打造状元文
化IP。无锡山水慧谷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祁朱啸透露，景区在状元文
化场景营造上会继续下功夫，蒋子书院
作为核心打卡点，景区计划复原其读书
场景，设仿宋书房、互动笔墨体验，定期
举办开笔礼、成人礼等。状元路爬山步
道沿途将设置“童试—乡试—会试—殿
试”主题节点，终点为“金榜题名”观景
台。数字展馆的打造也会提上日程，用
AR技术展示宋代科举流程，游客可穿
越参与虚拟殿试，生成状元画像分享社
交平台。 （殷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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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在采访骆云彪老人的过程中，他分享
的一段段充满热血与担当的军旅故事，如
同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
开。从陆军到海军，从陆地到深海，他始
终坚守初心，用青春和汗水践行着军人的
使命。骆老身上所展现出的艰苦奋斗精
神、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对国防事业的
无限热爱，深深触动着我。

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
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在
新时代，我们需要更多像骆老这样的传承
者，将红色基因融入新一代的血脉中，让
红色精神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口述：骆云彪
整理：晚报记者 潘凡

18岁怀揣梦想踏上军旅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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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

军旅长歌抒壮志，余晖熠熠续初心

“向前！向前！向前！我
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
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
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每当这首激昂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歌》响起，年逾古稀
的骆云彪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
地飘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军旅
岁月。从18岁应征入伍，到26
岁光荣退役，8年多的军旅岁
月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每一个画面都承载着他深深的
眷恋和无尽的回忆。

我叫骆云彪，出生于1951年
12月。1969年2月，年仅18岁的
我怀着满腔热血，踏上了北上的
军列，成为沈阳军区部队的一员。

初入军营，一切既新鲜又陌
生，班长的话语犹在耳边：“穿上
军装，就不再是老百姓。军人，就
要有军人的样子！”从那一刻起，
我开始了严格的军事生活。从最
初的难以适应，到后来的习以为
常，逐渐融入了这种紧张而有序
的生活。

那段时间，边境局势紧张，我
们接到命令要奔赴前线，师里随

时准备出战。每天早起打好背
包，整装待发，军列 24 小时待
命。每个战士都要整理好一个小
包，不用的东西和写给家人的信
包在里头，把家庭地址写在包袱
皮上，集中存放在连队的小包库
里，一旦牺牲，这就是留给家里的
遗物。战友们情绪激昂，纷纷写
下决心书、请战书，誓死捍卫祖国
边疆。虽然最终军情缓解，但那
段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战争的
残酷和军人的责任，这大概是我
离战争最近的一次。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下到了

连队，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我
苦练执勤本领，牢记“执勤一分
钟，警惕六十秒”的誓言，上岗、换
岗、站岗及情况处置六步法都烂
熟于心。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
军事素质，无论是野营拉练、武装
越野，还是器械、擒敌术、射击，我
都全力以赴，力求做到最好。

在部队积极奋进的氛围中，
我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决心。我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
标准和军人的作风严格要求自
己。1970年8月，我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从陆地到深海，锻造钢铁意志

1970年10月，我通过严格的
考核，被选调到了海军潜艇部队，
从此与大海结缘。从陆军到海
军，从陆地到海洋，这又是一次全
新的挑战。

我出生在农村，来到海军后，
才真正领教了大海的威力。在封
闭的舱室里，晕船呕吐是常有的

事，但靠着军人顽强的意志，我克
服了晕船的痛苦。潜艇被我们称
为“地下龙宫”，它的隐蔽性好，但潜
艇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潜艇
内的空间十分狭小，走廊里两人相
向而行都需要侧身通过，睡觉还得
用可拆卸式吊铺。更艰苦的是得
忍受常年高温，温度最高的柴油动

力舱平均温度有40多摄氏度，最高
可达50摄氏度，其他舱室的温度也
常年在30多摄氏度，所以艇员们都
睡在“热气腾腾”的“热铺”上。尽管
条件如此艰苦，但我从未后悔过自
己的选择。潜艇兵的生涯磨炼了
我的心理素质，也锻造了我异于常
人的抗疲劳和抗压能力。

军旅生涯是我一生的宝藏

当兵时，我们接受得最多的
教育就是艰苦奋斗教育。连队经
常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为主题，
讲述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那时，每个战士都有一个针线包，
衣服和袜子破了自己缝补，头发
长了互相理发。大家每月六七元
的津贴还有节余，都会寄回老家
贴补家用。这种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的优良传统，一直影响着我，

让我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
风。

每一次出航，对我们来说都
是一次无声的告别。“不要问我到
哪里去，问了也不会告诉你”，这
是我们必须坚决执行的政治纪
律。“艇动三分险，生死一瞬间”，
复杂的水下环境、看不见的敌人、
突发的危急险情都会对潜艇造成
巨大威胁，但在潜艇兵的心中，

“怕死不当潜艇兵”不仅仅是一句
口号，更是我们用行动作出的回
答。

军旅生涯，是我生命中最激
昂的乐章，也是我一生的无上荣
耀！在陆军服役时，成为沈阳军
区“五好战士”；转至海军，又获评
东海舰队“五好战士”；退休后，在
建党100周年之际，我还被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

即便脱下军装后，我也
始终秉持“退役不退志、退
伍不褪色、退休不落伍”的
信念，继续发挥余热。如
今，我是梁溪区关工委“五
老”宣讲团一员，也是锡澄
新村社区的志愿者。退休
后的这些年里，我一直活跃
在宣讲一线，把当兵的故事
分享给学生和即将入伍的
新战友们。希望借此让他
们从小树立正确的国防观
念，增强爱国意识，努力学
习，将来投身国防事业。

新兵初入营，我奔赴训

练基地，给新兵讲述我的军
旅生涯，激励他们坚定从军
报国的信念；寒暑假里，我时
常参与街道、社区组织的红
色主题讲座，和青少年们分
享当兵的故事和感悟，让他
们感受老一辈军人的铮铮铁
骨、英勇无畏。我也热心参
与志愿服务，比如在世界儿
童日时，走访慰问残障儿童，
给他们送去温暖和鼓励；邀
请青少年来我家探访学习，
用亲身经历传承红色基因，
让孩子们感受党的奋斗历
程。

脱下军装志不改，国防传承献余热

今年寒假为社区青少年开展了一堂红色主题讲座。


